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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立新

7月10日，晨。
菏泽市成武县文亭湖鸟岛。
凉爽的晨风中，白色、灰色、花色的鸟儿

在绿树间翩飞，嬉戏，鸟鸣啾啾。
来参加中国鸟网菏泽站揭牌仪式的全国

各地的百余位拍鸟“大咖”，乘船绕岛缓行，
“长枪大炮”对准鸟岛，不时发出“咔咔嚓嚓”
的声音，记录下可爱鸟儿的每个精彩瞬间。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生态影像文化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鸟网创始人段文
科，发现了一个细节：“这里的鸟不怕人，我们
的船靠近一些拍摄，鸟也不惊慌。当地人爱
鸟、护鸟蔚然成风，与鸟儿和谐共处。”

在文亭湖之中，有一个不足1000平方米
的小岛，草木茂盛，为上千只鸟儿在此栖息、
繁衍提供了天然的场所，成为鸟类的“天堂”。
一早一晚，群鸟起飞，场面尤为壮观，吸引了
不少外地鸟友前来拍摄采风。经过网络传播，
文亭湖的鸟岛，成了“网红景点”。

“我们多次来文亭湖拍鸟、观鸟，成武鸟
类无论是总体数量，还是种类，都呈现出越来
越多的趋势。生态好了，鸟类的繁衍也快了，
过境的鸟类爱在这里逗留，拍鸟的人也越来
越多。过去当地不曾出现的鸟类，在文亭湖鸟
岛也不断被发现、记录，令人十分欣慰。所以，
中国鸟网菏泽站选择在成武揭牌。”中国鸟网
菏泽站站长李军介绍，“中国鸟网是世界最大
的以野生鸟类摄影为主的生态类门户网站，
已形成了一支拍鸟、观鸟、护鸟的爱鸟队伍，
通过影像和数据为中国鸟类研究和环保事业

作出积极贡献。中国鸟网菏泽站的成立，为菏
泽爱鸟、护鸟人士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吸引更
多的摄鸟爱好者加入这个队伍。通过镜头语
言，利用影像的魅力，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爱
鸟、拍鸟、护鸟的行列中来，为生态菏泽、美丽
中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

家住成武县的王泽斌，喜欢拍鸟，几年
来，他看着城市越来越绿，越来越美，鸟儿越

来越多了，已在成武拍摄了100多种鸟类。
“鸟类天堂”是水铸成武新魅力的一个缩

影。
成武县，伯乐故里，千年古县。“万亩文亭

湖”的自然禀赋，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幸运。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成武新一届县委、县
政府班子上任伊始，便立足成武实际，制订了

修复水生态，打造“伯乐故里，水韵新城”的美
好蓝图。以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
谐”的“水韵新城”生态水系为目标，通过增加
水源、连通水系、扩大水域面积，重点实施乐
成河、郜城河、桶子河生态水系循环综合治理
等措施，全面构建“五湖四河”生态水系。

目前，文亭湖、乐城河、郜城河等已与东
鱼河水系相连通，实现了“清水入城”，“五湖
四河”生态水系骨架基本形成，北部城区水系
面积由1800亩达4000亩。曾经蚊蝇乱飞、臭气
扑鼻、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的“臭水沟”，现在
碧波荡漾。在滨湖景区内，沿湖建设了10余处
滨水休闲娱乐场所。

河湖水系沿岸，不仅是景观带，更是横跨
城市东西的经济增长带。老城区、城郊区及曾
经的黑臭河沿线，被揽入城市发展大框架，短
短两年时间，实现了“脱胎换骨”，正在成为拉
动工业、农业、服务业、民生等经济社会发展
的引擎。截至2019年6月，整体棚改拆迁已达10
平方公里，新开工城建工程40多个，在建面积
520万平方米，北部城区由破旧的棚户区变成
了沸腾的工地。

水韵新城，水润民心。这背后，是成武人
民“干字当头”的生动体现。成武上下一盘棋、
一条心、一股劲，拼激情、比担当、争一流，坚
持“用笨力气打造成武实力”，自2017年开始，
连续3年提出“九个干”。干字当头，内容不同，
干劲十足，各级干部用实干的辛苦指数，换来
了全县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不经意间，一项项桂冠接踵而至：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省级园林城市、“山
东省长寿之乡”……一座“水清”“水活”“水
美”的活力城市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水铸成武新魅力
——— “网红景点”引来百余位摄影“大咖”与鸟共舞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郑秀宝

“我们村属于山区，以前道路老化严重，雨
天淤泥遍地，晴天尘土飞扬，砖头、瓦片、垃圾成
堆。现在路面全部硬化，垃圾全部清理，焕然一
新。”7月11日，在青州市邵庄镇北马庄村，78岁的
村民郑玉林在新建的文化广场乘凉，“你看这些
墙体画，生动形象，村里一下子有了文化氛围，
老的少的都爱看，思想认识提高不少。”

像北马庄村这样“颜值”大提升的村子在
青州比比皆是，庙子镇梨园店村、邵庄镇马石
东村、云门山街道七里河村，一个个脏乱差的
村庄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旧貌换新颜。

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北马庄村班子从
环境整治入手。“村里共有5个专职保洁员，除

了工资以外，村里还每年每人补贴1300元。”
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文斌告诉记者，针对
以前保洁员只对环卫公司负责，工作散漫的
问题，该村还创造性地进行村企共建，将全部
保洁员的工资拿出来30%，由村里进行绩效考
核，干得好收入高，保洁员的工作积极性一下
子提高了。

建设美丽乡村，环境首先要美。青州市提
出开展全域“大花园”建设，深入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以村容村貌、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治理为重点，集中清理整治乱搭
乱建、乱堆乱放、乱排乱倒等问题。

7月11日，刚下过雨的天气闷热潮湿，但
是在村民郭彦祥家中节水型化粪池埋在地
下，院内外闻不到一点异味。“这都是街道上
帮俺改造的，不用花一分钱。”郭彦祥说。

建设美丽乡村，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保障。
近年来，青州市结合自身实际，因村制宜，多
管齐下，在人居环境细化提升上下功夫。目
前，该市已提升改造镇村道路1900多公里，900
多个村全部完成亮化，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完成4 . 48万户。

7月6日，在弥河镇赤涧村的文化广场上，
一场文化惠民演出正在进行，清音戏《柿子红
了》、合唱《精准扶贫开启幸福门》等自编自演
的精彩节目，引得台下观众叫好声不断。村民
张德勤告诉记者：“都是青州当地的人和事，
不光看个乐，还能受启发。”

在赤涧村文化广场和主干道的墙上，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等内容的墙
体画令山村充满了文化气息。“文化上墙不光
美化了道路环境，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

的思想观念。”村支书赵强说，为引导群众转
变观念养成卫生习惯，赤涧村把环境卫生列
入美丽家庭评选的硬杠杠中。

建设美丽乡村，更需要文化引领和文化
自信。“近年来，青州市以营造新环境、培育新
农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实现新发展
为目标，整合多方力量，重点推进移风易俗等
工作，强化宣传引导，打造好乡村文明示范
村，以点带面，整体推进。”青州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陈同洲说。

如今，走在青州的乡村街巷，“幸福大家
庭”“好媳妇、好婆婆、先进共产党员”的宣传
随处可见，“道德讲堂”“理论下基层”等将先
进文化传达到千家万户，“绿水青山处处在、
文化宣传村村有、文化活动红火火、村风民风
日日新”的美丽乡村新风貌已经形成。

乡村美不美 村民说了算
——— 青州市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姬广帅 报道
本报汶上讯“过去一家有喜事全村忙活，表面风光内

心叫苦，多亏红白理事会取消了流水席，办喜事省心省钱
不说，还不欠‘人情债’。”7月9日，说起前几天儿子热
闹又节俭的婚礼，汶上县南旺镇杏林村村民刘利军打心眼
里高兴。

“原来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的现象很严
重，一些村民为了‘脸面’，不惜举债办酒席。尤其是一些贫
困户本就生活困难，一年到头光是人情来往就要负担一大
笔开支。”杏林村红白理事会会长田利国感慨。为了刹住陈
规陋习，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并推选德高望重、热心服务
的老干部、老教师、老模范进入理事会。组织村干部、党员签
订《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承诺书》，带头移风易俗，理事会
逐渐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村里还制定了《南旺镇杏林村红白
理事会章程》，规定办婚事不得比阔气大摆筵席，婚车不得
超过6辆，取消磕头钱、压箱钱等繁琐礼节钱；丧事坚持从
简，不披麻戴孝，实行播放哀乐、鞠躬、默哀、佩白花等文明
丧葬礼仪，费用少了一半。

今年以来，南旺镇34个行政村，村村按照有人管事、
有章程理事、有评估机制、有培训制度的“四有”标准规
范健全了红白理事会，形成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
节约、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尚。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王雷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今年以来，薛城区常庄镇把党建工作与

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村发展的“造血”能力，
目前全镇1717户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

镇党委实行“一户一策”和订单式帮扶，在全镇组建
了一支220人的常态化党员帮包队伍，根据贫困户致贫原
因、脱贫意愿科学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做到对症下药、
精准施策。在危房改造上，累计投入190余万元，完成危
房改造77户，改造面积4700余平方米。在医疗保障上，全
面落实扶贫特惠保、大病救助等优惠政策，为全镇826名
贫困人员购买“扶贫特惠保险”。在产业扶贫上，实行资
金专户专账、专款专用，对经营不良的电商项目重新立
项，确保扶贫专项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

□霍珊红 报道
为用影像魅力讲好生态菏泽故事，在中国鸟网菏泽站揭牌前夕，中国鸟网菏泽站举办了首

届鸟类生态摄影展。这是获得摄影展一等奖的作品《鸟类天堂文亭湖》。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张晓武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2日，青岛市城阳区举办政府救助

责任保险签约仪式。自今年起，城阳区政府每年出资180
万元，为辖区内70余万常住人口购买见义勇为救助责任
险、高空坠物伤人救助责任险等10个险种，被保居民最高
可获赔21万元。

根据城阳区民政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分公司签订的《城阳区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合同》，
城阳区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共包括以下10个险种：见义勇为
救助责任险、自然灾害救助责任险、火灾爆炸救助责任
险、重大恶性案件伤害救助责任险、高空坠物伤人救助责
任险、道路交通事故救助责任险、安置费用救助责任险、
志愿者服务活动救助责任险、市政公用设施救助责任险、
公共健身服务设施救助责任险。

据介绍，城阳区政府救助责任保险的保险对象为城阳
区辖区内70余万常住人口，既包括本地户籍人口，也包括
持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凡是在城阳辖区范围内发生的符合
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项，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均予以赔
付。城阳区居民因上述10种原因导致伤亡的，可第一时间
拨打95518报案。

“近年来，社会公共安全事故在全国范围内时有发
生，包括近期广受关注的高空坠物伤人。”城阳区民政局
社会救助科科长石少坤表示，有了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在
发生保险事故而无法找到责任人的情况下，被保居民可以
在政府救助的责任范围内获得保险赔偿。目前，城阳区政
府救助责任保险在投保险种数量、覆盖群体规模、赔付额
度等方面均位于青岛各区市前列。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刘琨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5日晚上12点，一辆公务

大巴车停在了济宁市兖州区政府的二楼平台
上，区政府主要领导、环保、住建等部门的负责
人集合一起，开始了环保夜查“零点行动”。今
年，这样的夜查每周要轮值一次，他们不打招
呼，直奔现场，突击检查各种环保排放问题。

近年来，兖州区环保状况持续改善，存在
问题得到积极有效治理。为巩固环保督察整
改成果，兖州区通过常态化开展“零点行动”，
在监管薄弱时段强化夜间突击检查，保持环

境执法监管高压态势。
在崇文大道等国省道上设检测站，兖州

区把超限超载检查和机动车尾气检测结合起
来，抽检夜间扎堆上路大货车。“看到车旧、冒
黑烟等情况，就现场测一下，如超标交警部门
现场处罚。”现场检测的区生态环境局局技术
人员王东亚说。

离开检测站后，随机去的几处工地都没
开工，现场篷盖、喷淋工作全部合格。工业企
业也是检查重点，一家企业的车间曾因异味
超标被要求整改，现在生产线新配备异味收
集装置，但检查时还是发现了漏洞。

从5月15日起，兖州区开展区级领导带班
夜查工作，每天由一位区级领导带队，4个部
门参与，根据参与部门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
责任分工，有针对性地开展夜间执法检查，检
查情况及发现问题及时下发通知，并报移交
责任单位进行整改。

据了解，“零点行动”采取“三不”“三直”
方式，即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
现场、直接督察、直接曝光。对废水排放企业，
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存在设施不正常运行、偷
排、稀释排放等违法行为，检查企业在线监控
设备是否运行正常；对废气排放企业，重点检

查污染治理设施是否稳定运行、在线监控数
据是否正常、中控设备与在线监控设备监测
数据是否一致等。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
行为，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确保处罚到
位、整改到位。

通过持续开展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兖
州区建立了突击检查长效机制，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倒逼排污单位和企业落实“自觉守
法”的主体责任。“随着各项环保整改工作推
进和企业环保意识提升，但不说明环保没问
题。夜查会坚持下去，让人民尽情享受蓝天碧
水，清新空气。”济宁市兖州区区长王骁说。

常态化开展环保夜查工作

兖州：“零点行动”呵护碧水蓝天

城阳为辖区常住人口

购买10种政府救助责任险

红白事找理事会
费用减一半

常庄镇抓党建促脱贫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
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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