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徐超超 张浩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zbs@dzwww.com4
□ 本报记者 肖芳

近日，青岛市举行政府采购支持
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
启动仪式，青岛第十六中学改扩建工
程等23个试点项目启动，财政总投资
额约3 2亿元，建筑面积约4 0万平方
米。与其他项目不同，这些试点项目
将在采购文件中把绿色建筑和绿色建
材作为实质性条件，相关供应商在参
与试点项目投标时，也需在投标文件
中对绿色建材作出明确承诺。这标志
着青岛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试点
工作实现“落地有声”。

财政部、住建部去年10月在全国
范围内确定6座城市，开展政府采购支
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
作，青岛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座
长江以北的城市。今年3月16日，青岛
印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首批政
府采购试点项目，以期引导民间投资
建设项目参照执行，全面提高绿色建
材在新建建筑中的应用比重。

“与此前采购政策主要聚焦在采
购评审环节不同，这次试点工作首次
将政府采购政策要求嵌入采购需求管
理环节，相当于抓住了需求这个‘牛
鼻子’。”青岛市财政局副巡视员李
重春表示，通过建立完善政府采购工
程需求标准体系促进绿色建材推广应
用，相比传统的绿色建材支持政策是
一次“质的跃升”：以往建筑行业对
绿色建材的使用缺乏统一标准和有效
的推广机制，单纯依靠市场的自我调
控，市场需求难以有效放大，市场占
有率较低。此次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
材试点，借助政策引导和财政支出来
扩大建筑行业对绿色建材的使用需
求，无疑将直接帮助绿色建材企业进
一步打开市场。

青岛试点工作的另一亮点，是改
变了以往聚焦单项政策发力的方式，
通过建立政策“优惠包”，将金融、
税收、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诚
信等多项政策进行叠加使用。在税收方面，绿色建材企业可
享受小微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
惠、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在财政奖补方面，绿色建材生
产企业申报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享受青岛市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奖励政策；绿色建材生产企业成功申报山东省、青
岛市科技局组织的重点研发计划的，可享受最高500万元的
政策扶持；绿色建材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可享受
最高45万元的税收优惠和财政奖励。

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青岛去年升级了政府
采购贷政策，搭建起了“2+X”的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线
上服务平台，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中标企业提供最优惠的
融资贷款服务——— 凡是参与青岛市货物类和服务类政府采购
活动并中标的企业，均可凭政府采购合同向融资平台合作金
融机构申请无门槛、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的低息贷款，
贷款利率目前最低降到了3 . 86%。目前，该融资平台已有合
作金融机构17家，累计为青岛市中小企业提供了8500万元的
信用贷款支持。获批此次试点后，青岛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
对接，已有银行承诺将针对绿色城市试点的2000亿元授信优
先用于绿色建材的推广。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巡视员蒲一江表示，在试点
推进过程中，青岛将定期归集采购人绿色建材采购计划，对
部分通用性强、技术规格统一、采购规模大的绿色建材探索
实施带量集中采购，降低绿色建材采购成本，实现建材溯源
管理。此外，青岛还将搭建“绿色招采”工业互联网平台，
对绿色建材企业、品类、性能以及采购需求进行云数据管
理，打造全产业链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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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双双
通讯员 贾 鹏 王凡存 张兆坤 报道

本报上海电 5月19日，2021（第39届）中国国际体育用
品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德州市64家体育产业企业参展，组成
山东省最大参展团，宁津县、乐陵市和庆云县三县（市）协
同联动，借势举行体育产业招商推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
式，成立“宁乐庆体育产业联盟”，联手打造世界级体育器
材制造基地。宁津县投资5亿元智能有氧健身设备项目、乐
陵市投资4 . 5亿元体校及综合场馆建设项目和庆云县投资20
亿元的体育综合体等15个项目签约，总投资68亿元。

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宁津、乐陵和庆云各具特色。宁
津县是“中国健身器材生产基地”。乐陵市在体育装备制
造、体育用品研发及检测等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庆云县获批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随着体育产业发展规模的扩
大，“宁乐庆”三地的短板浮现。如宁津产业基础扎实而品
牌效应弱；庆云体育企业技术突出但产品属性相对单一；乐
陵的泰山体育集团生产势能和产品创新等方面有待提升。
“宁乐庆”决定整合三地资源，成立体育产业联盟，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

“宁乐庆”正在下大气力做大做优做强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创业服务等一系列平台载体，聚力打造“平台+生
态、产业+配套、技术+赋能”的良好体育产业生态。“我
们将以体育产业为突破口，在人才、科技、平台等方面实现
要素的自由流动，达成‘1+1+1>3’的协同联动愿景。”宁
津县委书记王刚说。

“宁乐庆”抱团掘金体育产业
上海体博会签约15个项目

□通讯员 江玉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3日，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承担的省

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鉴定验收会召开，会上零下55℃高铁及动
车组用电缆、超耐低温客运机车电缆等7项产品全部通过省部
级鉴定。其中，零下55℃耐低温抗开裂高铁及动车组用3 . 6/6kV
标准壁厚绝缘单芯电缆等三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种工
业机器人用高柔性电缆等四项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据悉，新产品采用了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与白俄罗斯
国家科学院合作研发生产的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具有阻燃性
好、低烟无卤、耐寒等优良性能，使用寿命长。系列电缆产
品问世，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作为国内特种电缆行业的领军企业，华凌电缆依托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新能源电缆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等高端科研平台，瞄准解决市场难点、痛点及行业“卡脖
子”问题，先后研发出上百个新产品，获得50多项国家专
利，荣膺“山东省省长质量奖”，有力助推了国内电线电缆
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华凌7项省技术创新项目

通过鉴定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初夏的傍晚，漫天的晚霞映照在东平
湖上。壮阔的湖面色彩斑斓、波光粼粼。
一阵风吹过青青的芦苇丛，惊起了几只白
色的须浮鸥。

此时，走过一条环湖路，渔民董在云
的“随河船鱼馆”迎来了新一拨客人。

“滋啦——— ”一盘白花花嫩生生的鱼
片下了锅，片刻便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
味。董在云告诉记者，她最拿手的菜就是
这“一鱼三吃”，把一条鱼做出清炖、鱼
丸和炸鱼片三种吃法，很受顾客的欢迎。

“老板手艺真好啊！”顾客边吃边竖
起大拇指。

“做鱼算啥好手艺？我最好的手艺是
捕鱼！”董在云笑着回道。

董在云今年65岁，是东平湖的“原

著”渔民。一直以来，很多渔民以船为
家，被称为“随河船”。她的家也在船
上，三个女儿都是船上生、船上长。

“除了靠湖吃湖，我们没别的营生。
出湖打鱼是风里来浪里去，收获不多，还
得整天提心吊胆。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真是
太苦了！”忆起往昔岁月，董在云不禁一
声叹息。

时间来到1993年，因为安全事故频
发，政府逐渐取缔“随河船”。原来在船
上居住的渔民全部被安置到岸上的村庄里。

“一分土地也没有，还借住在亲戚家，日子还
是穷，没多大改观。”董在云说。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作为全国
第二、全省第一大库区移民县，东平县争
取成了全国移民避险解困工程试点县，下
决心彻底改变东平湖库区移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工程总投资41亿元，建设了14
个社区，让5 . 1万名群众搬进了新家。

送走了一桌顾客，董在云端着一杯茶
水坐了下来，享受片刻的清闲。“听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真是高兴，
一下子就能住上新楼房，过上

城里人的生活，真是一辈子
都不敢想啊！”董在云对记
者说：“这回的政策特别
好，一个移民就能拿到两万
五千元的补助，我们一家人
都能领。”

说到这

里，她站起身，一边把围裙解
开扔给女儿孙兰兰，一边热情地邀请
记者：“走，我带你去我们小区看
看，很近的。”

初夏的傍晚沿湖而行，日光柔和，凉风
习习。记者发现这条环湖路景色迷人——— 一
侧是天光云影的东平湖，另一侧则是鲜花锦
簇的景观绿化带，走在上面颇为惬意。

董在云说：“刚过去的这个‘五一’
假期，这条路都成网红路了，好多游客来
拍照，都说东平湖真是越来越美了！”

这份美丽却来之不易。就在三年前，
整个东平湖一半的水域面积都被养鱼的网
箱网围侵占，每年投入湖里的饵料就达万
吨。再加上2000多艘采砂船、20多艘餐船，湖
边的生活垃圾直接排入湖中，不仅水质变
差，那味道更是腥臊恶臭。

东平湖不仅是黄河中下游重要的蓄滞
洪区，还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
枢纽。东平湖对于整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为彻底改变这种情况，东平县委、县
政府下定决心，大力开展东平湖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包含拆违清障、拆除网
箱、餐船取缔等九大攻坚行动，清除违法
建筑447处，清理网箱网围12 . 6万亩，打捞
菹草4万吨，清理废弃船只1500艘，水质稳
定在国家地表水三类水标准以上，东平湖
终于碧波再现。

同时，东平县大力实施了环东平湖生
态隔离带建设。改善了区域性小气候，阻

隔了污水和垃圾入湖，为东平湖筑起

一道生态屏障。
好风景如何带来好日子？东平县一方

面采取“两区共建”的方式，将移民居住
的社区和产业园区建在一起，大力引进服
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群众不出社
区就能致富；另一方面，依托秀美的山水
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发
展文旅产业，培训和引导群众开办渔家
乐、民宿等。于是，就有了董在云家的
“随河船鱼馆”。

“我们渔民别的菜不敢说，就是擅长
做鱼！”董在云说：“开这个小鱼馆可比出湖
打鱼好多了，收入稳定又安全，旅游旺季游
客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千多元。”

关于老伴儿，董在云也有自己的安排。
目前，东平县与中林集团合作，成立

了山东中林东平湖发展有限公司，还将建
设生态渔业产业园，成立专业的护鱼队、
捕捞队、采摘队等，吸收大量的沿湖渔民
加入进来，让他们变成产业工人。而东平
湖也开启了一个“以鱼护水”“以渔富
民”的新时代。

“到时候，让老伴儿也去那个公司干
活，加入这队那队的，就凭他那老渔民的
好把式，绝对干得好！”提起未来的生
活，董在云笑声朗朗。

□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刁会超 刘倩

大河奔流，莺飞草长，千里黄河穿越
广袤的内陆汇入万顷渤海。黄河流经滨州
市94公里，其中35公里穿城而过。

沿着滨城区黄河大堤一直西行，南侧
是滚滚黄河向东翻涌奔流，北侧则是滨州
市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工程现场，棵棵苗
木挺立，不时有工人在林中穿梭，对植株
进行养护。

“自今年1月起，滨州市高标准实施了
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工程，对黄河淤背区
原有林带分类进行提档升级，在滨城区、
博兴县、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县以及邹平市的黄
河淤背区建设高质量绿化林带。沿黄六县
（市、区）共计完成重新栽植面积3930

亩，完成提升改造面积1176亩，任务完成
率均为100%。”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级调研员李永红告诉记者。

截至4月20日，除沾临高速两侧、乐安
黄河大桥两侧因重点项目施工占地无法栽
植外，滨州市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改造任
务已全面完成。在全省沿黄九市中，滨州
市实施的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工程施工时
间跨度全省最短。

据介绍，此次绿化提升工程按照“生
态优先、统筹景观、适地适树、突出特
色”的原则，选取银杏、白蜡、国槐、栾
树等树种，构建了“一段一景”的黄河大
坝标准示范段绿化景观；同时在交界地
段、道路出入口等重要节点采用“乔、
灌、花、草”立体化园林绿化模式，通过
乔灌花草高低错落与常绿树、彩叶树、落
叶树种合理搭配，达到四季常绿、三季有

花（彩）的绿化效果。“春有花海、夏有
葱郁、秋有黄叶、冬有翠绿的绿化景致，
形成了具有滨州地域特色的‘多树种、景
观美、功能强、效益高’的黄河生态廊
道。”李永红说。

“我们不仅将在沿黄河淤背区打造一
片约5106亩的高质量绿化林带，一条‘多
树种、景观美、功能强、效益高’的生态
廊道，还将带动沿线文化旅游、餐饮等产
业发展，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在
全省叫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滨州样板’。”李永红介绍。

去年“五一”期间，黄河之星生态园
对市民开放，包含可容纳2000余人的黄河
之星合唱广场、休闲营地、“几”字形黄
河微缩景观、亲水平台、花海等板块，与
已经建成的景观骑行道、沿黄车行道有机
融合，成为黄河生态保护示范点和市民亲

近黄河的文体活动区。
在黄河之星生态园里，一处203亩的葡

萄种植基地分外显眼。“我就是看中了这
里的位置，23座日光温室和16座大拱棚，
种植了六个品种的精品葡萄供市民休闲采
摘，采摘期从 5月份一直能持续到 1 0月
份。”葡萄种植园负责人张军乐说。

“去年果园收入40多万元，比2019年
增收近10万元。”在位于邹平市台子镇黄
河於背区十公里水果长廊的惠鸣家庭农
场，农场负责人王会明夫妇正在修剪果树
枝，王会明说，就连这些修剪下来的果树
枝也被东营一位开饭店的客户以每公斤
0 . 26元的价格早早预订了。“果园里各类
水果加起来有三四十个品种。从5月份杏上
市开始，各类水果采摘期一直持续至10月
底。”王会明说。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刘磊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立夏后，繁花似锦的淄博市高青县黄
河安澜湾景色如画，游人如织。

邢富村的家就在景区旁边。作为老高
青人，67岁的邢富村几乎每天都会到黄河
边的天鹅湖国际慢城、安澜湾等景区转几
圈。5月16日一大早，为了避开周末的客流
高峰，他决定改道黄河大堤，带老伴儿去
体验“百里绿色长廊”的独特魅力。

邢富村站在高耸的黄河大堤上，带有
黄河水气息的微风扑面而来，满目绿色郁
郁葱葱、随风摇曳，成群结队的鸟儿不时
在天空飞过。从小就在黄河风沙里摸爬滚
打的邢富村不禁感慨万千。在他的记忆
里，过去的黄河滩就是盐碱、水涝、风沙
的代名词，频繁的水患留存下来
的只有茅草，细腻的沙尘在肆

虐的风暴中漫天飞舞。
过境47公里的黄河，是高青县的符

号，也是高青县万物生息的源泉。在邢富
村的印象里，这几年黄河沿岸生态修复治
理的变化几乎一年一个样，沙尘肆虐不再
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6年前，天鹅湖国际慢城所在的位置还
是黄河灌区引水沉沙之地，湿地淤积、杂
草丛生、扬尘四起。高青县依托黄河湿地
资源，将高青历史文化、地方风俗和现代
文化巧妙融入黄河岸边的自然景观之中，
建成了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研学科
普、康体养生、生态宜居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文化旅游产业园区。项目实现了对
黄河外滩盐碱涝洼地的生态修复，现已恢
复湿地200万平方米，形成绿化160万平方
米，建成绿道20公里，区域自然生态环境
优良，拥有树木80余种2万余株，绿化率达
80%以上，负氧离子常年达20000个以上，

形成了颐养身心的良好环境，被誉为“天
然氧吧”，成为黄河流域第一个国际慢
城。

进入5月后，慢城内的白鹭迎来繁殖
期，成群地在矮小的树杈或灌木丛中营
巢。对鸟类颇有研究的爱鸟人士赵俊杰
说，白鹭被称为“生态鸟”，对生存环境
要求非常高，近年来慢城周边白鹭的数量
越来越多。不只白鹭，中华秋沙鸭、侏鸬
鹚、鸟中“熊猫”震旦鸦雀等世界性濒危
鸟类也在慢城频频“亮相”。鸟类的增多
正是得益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优势作用
充分显现，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
业应运而生。得益于黄河水的哺育滋养，
高青大米、高青西瓜、高青西红柿等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认定农产品高达15件，优质
的农产品卖出了普通农产品 3倍的“天
价”。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高青县正着力

打造10万头高青黑牛养殖基地、千亩藕虾
立体种养基地、万亩稻虾立体种养基地，
持续放大生态农业的效益。

不仅卖农产品，高青县黄河岸边的农
民还通过“卖风景”，端起了“旅游
碗”。蓑衣樊村位于黄河南岸，三面环
水、植被丰茂，与村东的天鹅湖国际慢城
融为一体，是国家级美丽乡村。在统一规
划下，村民把自家的院落打造成农家乐和
民宿。村民卢金霞说：“3间民宿每年能给
他家带来10多万元的收益，儿子在城里的
婚房就是民宿给挣来的。”

上午10：30，邢富村和老伴儿正玩得
尽兴，儿子邢晓宇打来电话催他赶快回家
帮忙，家里的农家乐已经游客满座。“得
走了，回家给游客当导游去，好好讲讲咱
们的好风光！”邢富村笑容满面。

作作为为黄黄河河中中下下游游重重要要的的蓄蓄滞滞洪洪区区，，东东平平湖湖变变了了模模样样

““随随河河船船””转转行行记记

3355公公里里黄黄河河穿穿城城而而过过，，滨滨州州种种起起55110066亩亩高高质质量量绿绿化化林林带带

淤淤背背区区变变““绿绿廊廊””

打造黄河流域第一个国际慢城，淄博高青县的治黄之路

小城里的“生态圈”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齐鲁大地上，黄河河道全长628公里，占黄河总长度的12%。

作为黄河中下游的重要省份，近年来，我省自觉服从和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突出山东东特色和

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推动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在山东落地落实。

今天，本报聚焦我省沿黄部分市县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探索实践，看当地如何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大文章。。敬请关注。

每每逢逢节节假假日日，，众众多多游游客客在在天天鹅鹅湖湖国国际际慢慢城城栈栈道道上上拍拍照照留留念念。。((□□记记者者 刘刘磊磊 报报道道))

①①董董在在云云借借助助东东平平湖湖生生态态治治理理，，开开起起了了渔渔家家乐乐。。((□□记记者者 曹曹儒儒峰峰
通通讯讯员员 李李娜娜 报报道道))
②②目目前前，，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游游客客到到东东平平湖湖观观光光游游览览。。((□□记记者者 曹曹儒儒峰峰

通通讯讯员员 赵赵成成龙龙 报报道道))
③③33月月2277日日，，在在博博兴兴县县黄黄河河淤淤背背区区内内，，工工人人们们正正在在用用大大型型机机械械种种植植

白白皮皮松松、、黄黄金金槐槐和和银银杏杏。。((□□记记者者 姜姜斌斌 报报道道))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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