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3日讯 今天上午，我

省举行沿黄九市一体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
态走廊暨生态保护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活动并宣布项目
开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讲话，省
政协主席付志方出席。

活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主现场
设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其他八个
市各选定一个重要生态项目现场作为分现
场。活动中，沿黄各市主要负责同志介绍

了本市重点项目开工情况。
这次集中开工的93个项目，总投资

42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52亿元，涵盖湿
地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滩区湖区
生态修复保护等多种类型。沿黄25个县
（市、区）有关项目同步开工。

李干杰在讲话中说，建设黄河下游绿
色生态走廊，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讲
话精神的实际行动，是落实“共同抓好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重大要求的具体

实践，是统筹发挥黄河下游防洪护岸、水
源涵养、生物栖息功能的重点工程。全省
各级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沿黄九市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位，
扛牢使命担当，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工作
保障，以生态保护的新作为新成效，保护
好黄河、治理好黄河。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谋划实施一批既利生态、又促
发展、更惠民生的生态工程，促进生态治
理、防洪安全、景观提升、产业发展相统
一。要抢抓春季施工有利时机，加强资

金、土地、机械等要素保障，层层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推
动生态项目快速建设、早见成效，更好支
撑山东半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加快绘就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齐鲁画
卷。

活动最后，刘家义宣布，山东省沿黄
九市一体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重点
项目开工。

有关省领导，济南市和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项目建设者代表等参加活动。

落实国家战略 展现山东担当

我省举行沿黄九市一体打造黄河下游绿色
生态走廊暨生态保护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刘家义宣布开工 李干杰讲话 付志方出席

□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3日讯 阳春三月，大地回暖，

黄河两岸绿意盎然、生机勃发。今天上午，省委书
记刘家义，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省政协主席
付志方，省委副书记杨东奇等军地领导，来到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黄河淤背区防护林和郊野公园
建设现场，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军地领导与干部群众、驻济部队官兵一起，挥
锹培土，提桶浇水，共同种下了白皮松、蜀桧、龙
柏、五角枫、国槐、白蜡、栾树、紫叶李等苗木
1500余株。刘家义、李干杰等一边植树，一边向自
然资源部门的同志了解林业发展规划、国土绿化行
动情况，询问树苗栽培、生长周期及日常管护等问
题，希望大家不仅要植绿造绿，还要爱绿护绿，让
一棵棵小树苗茁壮成长。要注重树种搭配，形成立
体生态，扮靓黄河沿岸、大堤两岸。

刘家义指出，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
走廊，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一年之
计在于春。全省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参与义务植
树活动，绿化秀美山川，建设美丽家园，共享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40周年。40年来，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义务植树
人数累计达12亿人次，为加快推进国土绿化、改善
城乡人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入春以来，全省组
织义务植树活动4800余场次，60多万人次参与。

在济的省级领导同志，北部战区陆军、济南军
区善后办、省军区、空军济南基地、武警山东省总
队领导同志，济南市有关领导同志，省直和济南市
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志愿者代表等参加植树
活动。奏响构筑绿色生态走廊的“黄河大合唱”

□记者 李梦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入住六七年，聊城市东

昌府区顺河城小区2号楼业主季瑞娟终于
拿到了房产证。“房子是咱居民天大的
事儿。有了房产证，我们心里就像一块
石头落了地，别提多开心了。”季瑞娟
拉着记者介绍，2014年她与245户居民入
住顺河城小区，合同约定2016年办理房
产证，可等到2018年也办不了。业主们
心里发了毛。

“七八年前顺河城小区建设时不严格
执行规划，建成后实测面积超出规划面

积，有关部门不能出具验收手续，无法办
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小区物业经理陈红
敏说。

不只顺河城小区居民办不了房产证。
据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摸底，全市城
区2016年前房地产业有遗留问题的项目多
达120个，涉及群众7 . 9万户996万平方米。
这120个已入住项目，因质量、规划、消
防、正式电、市政、物业等一项或多项问
题（共计429个分项）未通过验收，办不
了房产证。同时，全市还有近年来已入住
未办证项目275个，涉及14 . 6万户1901万平
方米。

因为购房后最少需要2至3年，甚至更
久才能拿到房产证，这给子女入学、抵押
贷款、房屋转赠转让等造成障碍。很多业

主反映房子办不了房产证，成了他们的困
难事、烦心事。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聊城市委书
记孙爱军要求，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为群
众“排难解烦”。市委市政府将120个有
遗留问题项目、275个已入住未办证房地
产项目后续手续办理，与加快购房业主不
动产权证办理工作一并推进，探索建立合
法合规的购房者“交房即拿证”制度。

聊城市住建局从理清处置工作涉及部
门职责入手，划出土地、规划、消防、供
水供电等6大类17项具体问题，“一问题
一策略”，逐项制定化解措施。比如对解
决起来难度小的项目，坚决缩短办证时
限；对开发企业资金相对紧张的项目，协
助企业提前返还片内基础设施配套费、建

设保证金；对确实没有资金来源的，采取
证缴分离、先证后缴方式解决；对企业破
产，缺乏建设主体的，由项目所在地政
府、街道社区代为行使主体责任。经过一
年多努力，目前，城区120个房地产遗留
问题项目化解完成118个，7 . 8万户居民具
备办理不动产证条件。

聊城以莘县为试点，通过梳理房产证
审批流程，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将
原来分散在规划、消防、人防、市政等部
门的单项验收事项，变为联合验收事项，
也就是变串联分散验收为并联集中验收，
实现数据、信息互通共享。此举大大缩短
了验收、审批时间。去年4月10日，莘县
居民任艳华一手拿着新房钥匙，一手拿着
房产证， （下转第二版）

“交房即拿证”，为居民排难解烦
聊城用改革创新办法，一年解决300多个有遗留问题和入住未办证项目

□ 本报评论员 李岳岳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也是代表
委员关注的焦点。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
贻芳代表指出，切实解决行业、产业领域的重大关键问题，需要努力
推动科学研究从“交账心态”转变为“守土有责”。这一建言，引发
热议和共鸣。

交账心态，是学术浮躁的一种典型表现。一段时间里，有的科研
人员为了快出成果，追逐热门学科领域，而不愿在基础领域深耕；有
的搞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论文、拉项目、评奖项上，偏离了科学
正轨……只追热的，只干快的，科研数量是上来了，质量却下去了，
这导致很多研究都做了无用功，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果寥寥无几，
反倒对公共科研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基础性研究、原创性研究产生
了“挤出效应”。

打多深的基，才能盖多高的楼。科学研究有自身规律。一些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周期长、投入多、风险高、难度大，往往需要几代人的
奋斗和努力。回顾我国那些重大科技成果，北斗导航卫星、C919大
飞机、“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哪一项不是经历了十几年乃至
几十年的潜心攻关、持续探索，才取得重大突破，摆脱受制于人的局
面。如果抱持“交账心态”，跑一跑停一停，或是跑两步就换赛道，
只会被不断“卡脖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摒弃“交账心态”，须从根上找原因。长期以来，基础研究
难以获得经费支持，让科研人员对“坐冷板凳”望而生畏；“唯
论文”“唯职称”的考核评价，对科研项目半年一查、一年一
验，搞得科研人员疲于应付，草草结项。种种“交账心态”背
后，其实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症结。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的部署要求，进一步营造鼓励长期探索的制度环境，
强化潜心致研的科研作风学风，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
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如此，才能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
搞研究，掌握更多独门绝技，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
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摒弃“交账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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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玉建 报道
东平湖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图为东平湖沿湖生态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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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地雷响

今朝“问天”忙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943年5月，小纪区瑞宇村民

兵副队长于凤鸣埋下两颗地雷，炸

死炸伤从行村出来抢小麦的日伪军

5名，揭开了海阳地雷战的序幕

山东出台措施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探索“好客山东”品牌

授权使用、市场化运作
 要闻·2版

战争烟火早已消散，苦难岁月

亦化为历史。然而，地雷战蕴含的

革命精神并没有走远，而是幻化成

了这座城市深入骨髓的气质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赵 丰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黄河两岸，一
派生机盎然。

3月13日上午，山东举行沿黄九市一
体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暨生态保护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开工的93个项目
总投资42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52亿元，
涵盖湿地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滩
区湖区生态修复保护等多种类型，投资体
量大、生态价值高，掀开了黄河下游绿色
生态走廊建设新篇章。

“全国两会刚结束，我省就举行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充分体现了山东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的坚决态度和
务实作风。”站在梁山县黄河流域水环境
治理湿地修复与生态保护工程现场，济宁
市市长林红玉介绍，这个项目占地4000
亩，总投资3 . 2亿元，重点实施黄河沿线
湿地水系净化、水污染综合防治、生态渠
道建设等重点工程，同时建设8 . 6公里绿
色生态保护长廊和1260亩外围缓冲带。

黄河，在山东流经九市、蜿蜒千里，
哺育了齐鲁儿女，润泽了山东大地。权威
数据显示，山东用水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
黄河，年均引用黄河水约67亿立方米。全
省16市中，黄河干流水资源输送至13个市
近100个县（市、区）。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建设
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承载着实现黄河
下游长治久安和滩区居民安居乐业的梦
想，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纲要》确定的重大任务，是落实“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重大要求的具
体实践，是统筹发挥黄河下游防洪护岸、水
源涵养、生物栖息功能的重点工程。

去年，山东已明确提出把黄河生态廊
道建设纳入全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的重
点行动，到2025年建成初具规模的黄河生
态廊道，流域面积50平方千米以上的1049
条河道管理范围宜绿化率达到95%以上。

作为黄河中下游唯一重要蓄滞洪区、
南水北调重要枢纽、京杭大运河重要节
点，东平湖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东平湖25万多亩的水域面积，养殖面
积曾超过一半，每年投入湖中的饵料就达1
万多吨，面临的生态危机十分严峻。泰安市
委副书记、东平县委书记曲锋说，为护好一
湖秀水，东平县对标千岛湖，学习白洋淀，
深入推进东平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彻底
清除12 . 6万亩网箱网围，全部清理447处环
湖违法建筑，修复各类湿地达2 . 4万亩，新
增湿地2000亩，加快推进74公里沿湖生态
隔离带、破损山体修复等重点项目，东平湖
水生态环境实现大幅改善。

此次开工的东平县环湖防护林带及山
体绿化提升一期项目，是东平湖生态保护
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总投资3 . 5亿元，
总绿化面积170万平方米。“项目建成
后，将新增森林面积2000余亩，进一步提
高沿湖植被覆盖率，对东平湖周边大气改
善和水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曲锋说。

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离不开
沿黄各市的密切合作、一体推进。齐河县

实施的黄河水乡湿地项目，将和济南济西
湿地公园一体化发展，共同打造百里黄河
生态廊道。齐河县黄河国际生态城党工委
委员、湿地办副主任李斐说：“我们充分
利用原始地形地貌，打造多岛、多水、多
田的自然景观，同时高标准实施1300公顷
的景观绿化工程，生态效益的宽度和广度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沿黄九市今年共计划开工生
态保护项目165个，总投资859 . 5亿元，本
年度投资225 . 8亿元。其中，有52个项目
纳入省2021年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点项目。省发改委蓝色经济区
（黄三角经济区）建设指导处副处长张军
鹏说：“这些项目将为山东落实国家战略
取得突破、打造好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
廊，发挥重要支撑和示范作用。”

融入国家战略，山东既登高望远又蹄
疾步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山东科学谋划沿黄地区发
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工
程项目，高标准编制完成了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及配套文件，坚定
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坚持一手抓规划编制、一手抓
战略推进，对看准的、符合实际的重点任
务，不等不靠先干起来。”省发改委主任
周连华说，山东以工程项目为突破口带动
全局工作次第展开，已开工建设济南科创
城、黄河战略研究院、国家生态环境大数据
超算云中心等重大支撑平台，全力推进引
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南四湖流域生态修
复保护、黄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
山东重工绿色智造产业城等重大项目。

春风送暖，草长莺飞。随着此次沿
黄九市一体打造
黄河下游绿色生
态走廊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并加快
推 进 ， 山东将加
快绘就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齐鲁画卷。

扫码阅读《推进
黄河国家战略，“首
要责任”要牢记》

大众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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