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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曲阜讯 （通讯员
梅花 于惠）城镇垃圾处置全覆
盖，饮用水源地保护全覆盖，生态
乡镇全覆盖……曲阜“生态建市”
工作多年磨一剑，打造出焕然一新
的城乡环境。据环保部发布的2016

年第60号《关于授予浙江省杭州市
等40个市、县、区“国家生态市、
县、区”称号的公告》，曲阜被正
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市，成为山东省
首家非沿海城市国家生态市。

洁净水资源和大气，带来碧水
蓝天好环境。“华能曲阜热电采取
的‘增加脱硝催化剂层+新增湿式

除尘器+脱硫增容改造’等技术手
段，使得出口烟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5、35、
50毫克/立方米，达到超低排放。”
曲阜环保局污防科科长孔德敏向笔
者介绍，为减少汽车尾气对城市的
大气污染，曲阜新购置电动公交车
120辆，159辆公交车全部改用天然
气。同时，当地还投资3 0 0 0多万
元，建设城市大气自动监测站两
座、汽车尾气检测站一座及重点工
业污染源在线监控网络。曲阜对辖
区内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环境
质量和镇村饮用水加大环境监察、

监测和保护力度，实现卫生合格率
100%。

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美丽村
镇。曲阜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全
覆盖、镇街环卫所全覆盖。投资
2800多万元，建成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吨的环保资源中转站及23处城乡
垃圾压缩站，投资1400多万元高标
准配套环卫基础设施，成立专职保
洁队伍，建立起“村收集、镇运
输、市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
“原来村里没有保洁车，各家各户
的垃圾都用三轮车拉到村口的小水
沟，又脏又臭，”吴村镇高楼村村

会计柳福江说，“现在垃圾有专门
的地方放，也有专门的人收，干净
多了！”近年来，曲阜完成了20个
村庄和城区16个片区的仿古改造，
小雪街道武家村成功入选全国“美
丽乡村”试点行列，5个镇街创成
省级卫生乡镇，39个行政村创成省
级卫生村，当地80%的行政村成为
济宁市及以上生态村。

培育生态产业，美了环境富了
生活。2015年7月9日，曲阜“九仙
山-石门山”片区正式被授予国际
慢城称号，成为国内第三个爬满了
“蜗牛”标识的区域。在曲阜石门

山镇，既有山外山庄园为代表的生
态休闲旅游，又有千亩草莓基地等
现代农业示范产业区，形成连线成
片、整体推进的格局。曲阜“三品
一标”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4 2万
亩，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
产品种植面积比重达到64 . 7%。发展

“畜—沼—菜”“畜—沼—果”循环农
业模式，建成150立方以上的沼气池
120个。与此同时，依托原有水系资
源，曲阜建设了蓼河二十里现代版
清明上河园，全长约2 0里，形成
“水绕城、水环城、水养城、水美
城”的独特城市景观。

走生态建市路 圆生态文明梦

曲阜市荣获国家生态市称号

在帮助农民脱贫、尤其是最近
各地实施的产业扶贫中，各地采用
了形形色色的办法，其中有些最终
难以实现帮助脱贫的目的。

不去调查村民以前是否养过
羊，不去了解周边饲草是否丰富，
不去问贫困村民是否愿意养羊，便
拉来一车羊，一家二三头地送给贫
困户。场面很热闹，贫困户也很高
兴——— 白给的羊谁不要。可一年
后，这些贫困户家里能有几只羊？
相当一部分，羊没了，贫困依旧。

不管村民以前种过菜没有，不
去调查销路如何，不问建起来后是
否有人愿意承包，就利用扶贫资
金，在贫困村建起十来个蔬菜大
棚。有行动，有宣传，可这些大棚
真有农民愿意承包经营吗？没人承
包，或者承包了经营不好，许诺给
贫困户的钱从哪里来？

实施产业扶贫，有两个基本的
条件。一个是先有一定的基础，包括
形成了哪怕规模不大但群众已经认
可的种养，包括部分群众有了较好
的种养技术，包括已经建立起哪怕
只是雏形的销售渠道。一个是群众
愿意，再好的规划，群众不愿意跟着
干，最后也只能是个规划罢了。

卞桥镇以前东庄村为中心的蔬
菜基地发展得很快，就是因为具备
了这两个条件。

快评

产业扶贫要有

一定的基础条件
农村大众报平邑讯 （记者孙

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杜爱峰）平
邑县卞桥镇前东庄村的张继东和许
玉录除了同村而住外，以前没啥关
系，张继东有资金、有技术，种大
棚西葫芦年年有让人羡慕的收入；
许玉录缺资金、少技术，年年受
穷。从今年开始，两人有了紧密的
关系，拉近两人关系的是扶贫。

张继东具体帮扶许玉录脱贫。
为此，张继东拿到了5000元钱，可
这些钱他不能白拿，他要一年拿出
1000元交给镇里，镇里再把钱分给
像许玉录这样的贫困户，连续 5

年；大棚里忙不过来需要雇用人手
时，他要首先去找许玉录。在前东
庄及临近其他两个省定贫困村里，
像张继东和许玉录这种建立帮扶关
系的，已有76对。

卞桥镇利用这种方式扶贫，是
因为4年前，前东庄村刘守金等13

户村民就建起13个温室大棚种西葫
芦，这在很少种菜的当地农民中是
个大胆的尝试。因为效益不错，到
2015年年底，当地农民共建起100来
个温室大棚。

“精准扶贫，要取得长远而稳
固的效果，就必须有产业作为依
托。”卞桥镇挂职党委副书记、第
一书记大组长李中民说，想来想
去，他们瞄准了以前东庄村为中心

的那100来个蔬菜大棚。
要做大这一产业，条件有利有

不利。有利的地方是，这些村土质
和水浇条件都很好；经过三四年的
发展，部分农民有了种植技术。不
利的条件是，这些地方不通电，路
也不好；集中连片发展大棚，一家
一户去流转土地困难大；附近没有
蔬菜交易市场，除了等贩子上门，
就是靠拉到40里外的费县去卖。

为充分利用优势，卞桥镇以前
东庄为中心，把周边9个村列为温
室蔬菜大棚集中发展地，其中包含
3个省定贫困村。采取的办法是，
村里先统一连片流转村民的土地，
建设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后，再流
转给想建大棚的村民。同时在前东
庄村建设蔬菜交易中心，并引来销
售蔬菜的电商入驻。

“为扶持这一产业，我们已经
投进去了363万元，其中262万元是
扶贫资金，另外100万元是卞桥镇
的配套支持资金。”李中民说，这
些钱用在了水电路的建设上，用在
了交易市场的建设上，用在了引
导、鼓励农民建大棚上。

李中民说，3个省定贫困村有
361户贫困户，共699人。这些贫困
户每年可以分到的钱，有三大部
分：结对帮扶建起来的76个大棚，
一年拿出7 . 6万元，连续5年；投资

建起来的8个高标准示范大棚，租
给农民经营，一年租金12万元，大
棚能使用10年以上；建起来的1300

平方米的蔬菜交易中心，拍卖给合
作社等销售大户，一年可得2 0万
元。示范大棚的租金和交易中心拍
卖所得，大部分用在贫困户身上，
小部分交给贫困村的村集体。“我
们不是把这些钱平均分给贫困户，
而是根据他们的贫困程度，家里越
穷的，分到的越多。”李中民说，
一个较穷的贫困户一年可以分到大
约2000元钱。

据了解，今年当地农民已经新
发展蔬菜大棚200个，加上原来的
100来个，共占地近1000亩。他们计
划到2018年，以这9个村为中心，发
展3000亩、1000个温室蔬菜大棚。

48岁的刘守金现在种着占地7

亩、棚内面积为5亩的3个大棚，种
的是西葫芦。他和妻子两个人管着
3个大棚，用他的话说，“平时活
不是很多，只是采摘时忙，一年纯
收入十二三万元。”而在前东庄村
种大棚菜的村民中，刘守金的收入
只占中等。

集中使用扶贫资金，用于鼓励农民蔬菜大棚和水电路建设

卞桥镇贫困户以蔬菜产业拔穷根

▲刘守金和妻子管理着3个大棚，一年能收入十二三万元。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超）记者15日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出台
了《山东省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生
态补偿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

《办法》规定，今后，我省45处省级
及以上自然保护区将不再按照保护面
积进行事前补助，而是按照考核结果
对达标自然保护区进行事后奖励。

此次出台的新《办法》是对在上
一年度考核分值90分(含)以上，或考
核分值在60分(含)以上且分值较上年
度提高的自然保护区进行补偿。

山东出台规定———

自然保护区不再按面积事前补助

11月14日，滨州市沾化区泊
头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在新建的学
生餐厅吃午餐，每餐两菜一汤，
天天不重样。近年来，沾化区大
力实施“两热一暖一改”工程
（即热水、热饭、取暖、改厕，
简称“211工程”），目前全区
56所农村中小学已全部完成。

（高占根 吕汉亭 摄）

隔冬挖好南瓜窝，
南瓜结得大又多。

好地难得淤沙，
碱地难得坷垃。

农村学生吃上

热乎营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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