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呜——— ”
4月6日中午，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

鸣响，“北斗”号海洋渔业调查船缓缓
驶离位于青岛的国家深海基地码头，前
往黄渤海，执行调查任务。

耕海牧渔，生生不息。70年来，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以
下简称“黄海水产研究所”）劈波斩
浪、奋勇向前，不仅为中国海水养殖五
次产业化浪潮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千
家万户的餐桌送上了一道道美味海鲜。

一部鲜活的中国海洋渔

业科研发展史

“‘北斗’号船龄35岁了。35年
里，共执行了300多个航次调查，累计
安全航行60余万海里，相当于绕赤道28
圈。”3月27日，记者登船采访，身材
魁梧的船长李风宾自豪地说。

从1984年起，“北斗”号由黄海水
产研究所管理使用至今。

70年里，一艘艘科学调查船离港起
航，引领着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之
路。该所成立于上海，是中国最早的水
产实验所。1949年，由上海迁至青岛。
此后70年，该所以黄海、渤海渔业资源
研究作为基点，致力于解决渔业生产中
的关键技术问题，为中国海水养殖的
“藻、虾、贝、鱼、参”五次产业化浪
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法箴院士与对虾的结缘，仿佛是
一种命中注定。1959年，黄海水产研究
所开始了“对虾发育条件及其苗种的人
工培育”研究工作，刚刚走出大学校门
的赵法箴，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项工

作中。在实验中，赵法箴和同事们锲而
不舍，突破了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和
养殖关键技术，掀起对虾养殖浪潮，我
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对虾养殖大国。
他说：“我的一生是为海洋的一生。我
是一个渔业人，耕种在我倾心的海洋
上。”

多宝鱼，又叫大菱鲆，是由雷霁霖

院士从英国引进的，历经多年艰辛，突
破了大菱鲆工厂化人工繁育和养成关键
技术，创下了年总产量超5万吨、年总
产值逾40亿元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掀起了以海水鱼类为代表的中国海水养
殖第四次产业化浪潮。

……
“开发一个品种，创造一套技术，

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黄海
水产研究所攻克了海水养殖种质资源开
发利用的系列关键技术，培育出对虾、
大菱鲆、刺参等系列新品种，在多个领
域引领了我国海水养殖产业的发展。

可以说，黄海水产研究所70年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海洋渔业科
研发展史。

“诞生于天花板上的科

研报告”

70年里，从木壳的“京渔”轮，到
钢壳的“黄海1 0 3”号，从1 9 8 4年的
“北斗”号，到2012年建成的“中渔科
101”号，再到即将入列的世界一流的
“蓝海101”号，科学调查船的不断升
级换代，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反映了黄海
水产研究所海洋科研的发展与深入，也
记录了一代代科研人员百折不挠、砥砺
前行的奋斗精神。

“‘北斗’号体型较小，海上调查
时，经常是左摇右晃、前冲后颠，很多
科研人员适应不了。”李风宾说，但为
了科研工作，他们忍受晕船的痛苦，完
成了各项科研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
跟随“北斗”号出海的科研人员中，涌
现出了院士、海洋学专家等顶尖科学
家，“北斗”号也被誉为“海洋科学家
的摇篮”。 （下转第二版）

“耕种在倾心的海洋上”
向着大海劈波斩浪，黄海水产研究所书写我国海洋渔业科研活历史

泰山巍峨，见证民族复兴的壮阔历

程；黄河奔流，唱响新时代的奋斗之

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山东发生了翻

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站在新起

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山东开启了新时代现代化

强省建设的新征程。

时代，日新月异。奋斗，永不停

歇。本报今起推出“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栏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

报创刊80周年的重要批示为指引，走基

层、强“四力”，到城市社区、到田间

地头、到革命老区、到改革前沿，用行

走的脚步和动情的笔触，记录齐鲁大地

70年来的历史巨变、新时代的砥砺奋

进。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赵丰

4月8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针对一些地方部门咨询电话存在
“隐身”问题立即进行核查整改。记者10
日晚上查询时，发现还有一些地方未按要
求整改，有的继续“隐身”，有的不规
范。

整改要求中明确：针对山东政务服务
网站各级各部门站点“办事服务”和“办
事咨询”栏目部门咨询电话缺失或公开形
式不规范问题，要立即组织逐项进行排
查，务必于4月10日前，完善公开咨询、

投诉电话（电话须加注区号）等信息，确
保规范统一、准确无误。

4月10日晚上8点，记者就此前报道中
的情况进行了追踪核查，发现报道中提及
的青岛市几个区（市）、临沂市直部门、
莱阳市等站点“办事咨询”栏目下“部门
咨询电话”板块已完善公开咨询电话，并
标注了区号。淄博市张店区、临朐县、青
州市原缺部门电话较多，现已完善。青岛
市西海岸新区规范提供了咨询电话，政务
服务大厅电话还标注了“24小时接听”，
并以超链接形式实现“点击查看驻厅部门
电话”。

此前报道中提到的德州几个县（市、
区），基本都已完善部门咨询电话。禹城
市“部门咨询电话”板块原只有一个办公
电话，现显示“0534-7365087，注：请在
法定工作日（上午8:40-11:45，下午2:30-
17：30）内拨打”。德州市市级事项“单
采血浆站设置审查”办事指南中，也已列
齐咨询电话和投诉电话。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个别部门电话
“隐身”问题仍然存在。威海市环翠区
“部门咨询电话”板块为空白。潍坊市仍
缺市贸促会电话，寒亭区缺审批服务局、
体育局和“区公积金”电话。

此外，一些地区公布方式不规范：淄
博市淄川区电话未列表，没有区号；烟台
的龙口市、莱州市、招远市，威海市文登
区，日照市岚山区电话没有区号。

为何在有明确整改要求的情况下，两
个多工作日时间，有些“隐身”的电话仍
未现身？不规范的电话仍未统一标准、规
范发布呢？排除一些特殊原因，记者了解
到增加修改这些咨询电话并不是看起来那
么简单。

淄博某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该局4月9日接到区政府相关部门
转来的前述整改通知后，（下转第二版）

个别地方部门咨询电话仍“隐身”

□记者 陈晓婉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刘秉哲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0日讯 2018年是环境保护税在山东省开征的首

年。记者近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环境保护税开征首年总体运行平稳，
鼓励节能减排、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作用开始显现，为推进山东省
绿色发展提供了全新动力。

2018年，全省共有1 . 17万户纳税人申报环境保护税29 . 45亿元，减
免税额10 . 37亿元，累计入库19 . 08亿元，较2017年排污费收入总体稳定，
实现了由排污收费向征税平稳过渡。

环境保护税作为首个体现“绿色税制”的综合税种，“多排多征、少
排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激励作用初步显现，减免税优惠政策惠及环
境保护税纳税人3087户，减免税额10 . 37亿元，占整个环境保护税申报应
纳税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倒逼各地政府、各企业加大了淘汰落后产
能、环保减排的力度。记者了解到，枣庄市组织对市中区10吨以下燃
煤锅炉，全部拆除并更换为天然气锅炉，对印染企业污水预处理后接
入污水处理厂，减少各类污染物的直接排放。在对全省142户重点排
污企业进行跟踪中发现，多数企业在“费改税”后加大了环保投入。
菏泽市铁雄新沙能源公司投资4 . 4亿元，建设新型干熄焦余热发电装
置，与LNG项目配套循环利用，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每年可减
少污染物粉尘排放290吨。

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施行，我省开
始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音等4大类污染物共计117种
主要污染因子征税，环境保护税正式取代已延续30余年的排污费，在保
护和改善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起重要作用。

2018年全省环境保护税

入库超19亿元
“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

正向激励作用初显

□陈通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0日讯 近日，省委组织部就“灯塔-党建在线”

业务应用系统推广使用工作专门作出安排，在全省全面推行发展党员
工作网上纪实公示、山东e支部、村（社区）党务村（居）务财务公
开等系统，这是继党员组织关系全部实现网上转接之后，我省基层党
建工作特别是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又一次创新。

实行发展党员网上全程纪实公示，是我省运用信息化手段严把党
员队伍入口、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主要根据《中国共产党
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将发展党员工作细化为5个阶段、25个步骤，依托

“灯塔-党建在线”网络平台发展党员纪实公示系统进行，线上线下工
作融合推进，做到线下发展程序进展到哪一步，线上纪实公示就跟进到
哪一步，上级党组织实时在线指导，强化对发展党员全过程管理，提高
发展党员质量。同时，全面推广使用“灯塔-党建在线”山东e支部和村

（社区）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系统，对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推进村级事务管理民主化公开化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依托“灯塔-党建在线”网络平台

全省发展党员过程

全部实现网上纪实公示

70年前的3月，党中央从这个背靠太行山的小村落

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

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赶考”脚步。

神州大地上，一幅幅壮丽的发展画卷在描绘，一部部

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在书写。

□记者 薄克国 供图
图①：“北斗”号调查船船长李风宾介绍“北斗”号。 图②：“京渔”轮调

查船资料图。 图③：2018年9月，“蓝海101”号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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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足迹
———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①① ②②

③③

□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盛 超

时下，青壮年进城，多数农村面临
“空心化”。可在邹城市，返乡务工人员
连年增加，乡村游愈发火爆，去年有567
万城里游客涌入农村。

这都源于邹城的乡村振兴之道：首先
扮靓乡村环境，再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唤醒“沉睡”资产，并以文化熏染和谐
社会风气。搭台、起锣、亮嗓，乡村振兴
这台戏，越唱越热闹。

多花50万元保老树———

环境美，人自来

邹城东部几个乡镇的山岭薄地一年只
能收一季花生或地瓜。5年前，张庄镇上
磨石岭村几乎家家养猪，半山腰的沟沟坎
坎里堆满了猪粪，臭气熏天，村里人都待
不下。

“游客就是冲着好山好水好空气来
的。”在邹城市委书记张百顺看来，只有
保护好生态，把乡村变美，才能让城市人
更向往。邹城累计投入30亿元建成美丽乡
村A级村210个。2017年，张庄镇辛寺村美
丽乡村建设现场，塘坝上一棵百年老柿树
阻挡了修路的进程。为了保护老树，工程
队硬是从树南侧坑塘底部填上来一条宽17
米的路，多花费50万元。

人要进来，货要出去，都离不开路。

近几年，邹城市修建乡村公路4380公里。
其中，2017年以来，当地投资2 . 2亿元，
打造“三线九山”精品旅游线路，新建旅
游道路51 . 5公里，将美丽乡村、景区旅游
路网串连成片成区，培育出一批特色小
镇、乡村旅游特色村，梨花节、桃花节、
樱桃采摘节、土豆节等各具特色的赏花采
摘节活动层出不穷，让香城、张庄、石
墙、城前等“农业大镇”变成“旅游强
镇”。

上磨石岭村拆掉猪圈，清走猪粪，河
沟淌起潺潺流水，花香又弥漫在山间。在
天津打拼了20年的李长臣夫妇回到村里开
起农家乐，一年下来纯收入比在外地打工
翻一番。3月28日，虽然不是周末，他们
仍接待了22桌客人。

张庄镇境内的凤凰山和莲青山，不仅
留存着以松、柏、槐、杨等为主的原始林
海，还有25 . 5亿年前的石林。去年，凤凰

和莲青两座山分别成功申请为省级和国家
级地质公园。如今绿水青山环抱美丽乡
村，城里游客纷至沓来。

废厂房变“股金”———

资产活，资金来

2017年，邹城开展全国第二批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当地首创“三会、
六环节、十六步”工作体系，对村级经营
性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量化，确认集体
经济成员，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879
个，清查核实集体资产总额80多亿元、资
源性资产230多万亩，有效盘活了“沉
睡”多年的资产，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村民变股民。

“200亩的核桃能够丰收，全靠股权
证贷款，而且还不用求人找担保！”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 （下转第三版）

打造美丽经济、股权经济、人文经济，让乡村更有魅力

看邹城如何振兴乡村

看，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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