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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潍坊峡山区创新实践“两山”理论建设富美新区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涛

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四
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名单，潍坊峡山区榜上有
名，这也是潍坊首个“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近年来，峡山区坚持“保护优
先、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大力
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改
善民本民生，创新实践“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全力建设富
美新区，蹚出了一条独具峡山特色
的绿色发展之路。

厚植生态底色，引领全域提升

峡山区拥有山东省最大的水
库——— 峡山水库，总库容14 . 65亿立
方米，是潍坊市的主要水源地和
“蓝黄”两区的战略水源地。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峡山最宝贵的资源和
核心竞争力，守好这片绿水青山，是
换来金山银山的根本支撑。

华灯初上，峡山水中央公园充
满了欢声笑语。太保庄街道涝埠子
村村民王祥敬闲暇时候总是会到公
园转一转，据他介绍，以前这里是
采石场，车来车往，尘土飞扬，遮
天蔽日。后来，峡山区关停了几十
家石臼、石磨加工厂，启动生态修
复工程，将废旧矿坑打造成城市公
园。这里成为峡山迎春灯会的永久
举办地，还入选山东省人居环境范
例项目。

这只是峡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个缩影。建区以来，峡山区始终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每
年专项投入2-3亿元保护生态，构
建了水更清、天更蓝、地更绿的良
好生态格局。

保护水源地是峡山区的首要责
任，针对库外、库内、环湖等重点
区域，物防、技防、人防多措并
举，力保一湖清水。建成80公里的
环湖围网和峡山水库视频监控系
统，设置环库监控点105处，全封
闭、全天候、全方位监控管理。成
立峡山水库联合执法大队，24小时
不间断巡查，常态化开展环湖综合
整治，累计增殖放流鱼苗 4亿多
尾，确保了峡山水库水质稳定保持
在地表水Ⅲ类以上标准。

坚持以增绿涵养水源、净化环
境，持续开展造林绿化，累计造林
1 0万多亩，全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 7 %，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
3000多个，创建为山东省绿色生态
示范城区。

做厚植生态的“加法”要坚
决，做减污治污的“减法”同样果
断。从2012年关停全区最大纳税企
业华昊焦化开始，峡山区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决心，先后
拒批污染项目100多个，累计关停
畜禽养殖场220家、污染企业290多
家、小铸造企业84家，以短期的利
税损失换取长期的绿色发展优势。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国家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国家水

利风景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一块块
“国”字号招牌先后花落峡山，就
是对峡山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的充分肯定。

发展生态产业，推进绿色发展

走进峡山区优渥有机农业有限
公司的配送车间，一个个贴有送达
北京、上海等地快递单的泡沫保温
箱整齐码放。

“里面都是配送的时令蔬菜，订
单来自我们的‘有机汇’电商平台，
24小时之内就能配送到户。”企业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会员制销售
渠道和“有机汇”电商平台，公司四
千余亩生产基地的94种有机认证农
产品正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优渥农业只是峡山区众多有机
产业园区龙头企业的一个。峡山区
坚持有机引领、绿色发展，探索出
了“园区化管理、公司化运营、市
场化运作、品牌化销售”的“四
化”管理模式，以高端农业的发展
带动现代高效农业全面起势。

着眼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发展优势，峡山区瞄准产业链、
价值链中高端，大力发展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培育符
合生态区实际的绿色高端产业，构
建起了以现代高效农业、医养健康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旅游教
育产业为主导的生态产业体系。

一批高科技项目和人才加速在

峡山聚集。先后引进了华以农业、
兴旺种业、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
院、龙安泰新型环保材料等数十个
高端科技项目。通过不断优化金融
服务，先后成立及引进的各类基金
达到48支，80多家金融机构入驻峡
山金融创新小镇，组建北方票据中
心，区域金融聚集区初现雏形。加
快聚集科技要素，北京大学现代农
业研究院进入装修阶段，打造以国
家现代农业创新战略联盟、兴旺生
物、山东蓝海农业科学研究院为支
撑的“绿色智谷”，积极构筑科技
创新和成果集聚新高地。大力推进
“双招双引”，开展平台招商、资
本招商、公司化招商、专业招商，
世界500强企业——— 韩国LG电子山
东运营总部成立，全区博士以上人
才达到58人。

生态红利高效转化，吸引了高
科技项目和高端人才落地，科技人
才又推动了产业发展。

护好山与水，兼得富与美。
2019年峡山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 . 3亿元，增长10%。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总产值28 . 7亿元，增长
26 . 9%。

释放生态红利，共享生态福祉

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峡山区将绿色发展的成果充分
共享，库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过去菜农担心蔬菜销路，现

在外地客商都知道我们这里产销有
机蔬菜，新老客户纷纷下订单，销
路根本不用愁。像有机西红柿一斤
卖20块钱不成问题!”峡耕农业负责
人杨炳军笑逐颜开。

“不能抱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峡山
区把发展生态经济、壮大生态产业
作为脱贫致富突破口，带动库区群
众参与产业发展各环节，通过规模
化流转土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引
导群众到企业园区打工，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扩大农民土地流转收入、
经营性收入、务工收入等收入来源，
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实现贫困村全部摘帽、贫困
户全部脱贫的基础上，全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2 0 0 8年建区时的
3587元增长到2019年底的19722元，
增长了5 . 5倍。

守好绿水青山、做大生态产业
的根本落脚点，是反哺民本民生。
峡山区集中公共资源优先向民生倾
斜，每年用于民生事业的投入都占
财政总支出的70%以上，实现了路、
水、电等全覆盖、村村通，科学配置
学校、医院、商场、公交等公共服务
设施，建成了覆盖城乡、结构合理、
运行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补齐了
民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

通过持续改善民生，老百姓的
腰包逐渐鼓起来、生活好起来，幸
福指数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连续
多年位居潍坊市第一名，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和谐之城”。

44岁的马留申在济宁经济技术
开发区马集镇马海村很有名，一个
走路都费劲的人不仅能顺利娶妻生
子，如今又靠种甜瓜致富，去年还
流转了60亩地成了种植大户。

马留申得过小儿麻痹症，行动
十分不便，但要强的他并未因此消
沉，从小跟着母亲赶集卖货。“前
些年，养家糊口就靠到集上卖点水
果。”马留申娶媳妇的钱还是自己
卖水果挣的。马留申和妻子马小花
是通过QQ认识的，2011年两人结
婚。“这辈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真是赚了！人家没啥毛病，顾家带
娃样样都行。”马留申说，他不想
让妻子跟自己一辈子过苦日子。

虽然腿脚不便，可马留申脑子

活泛，喜欢打听致富门道。2 0 1 6

年，马留申听说亲戚种甜瓜发了
财，他心里直痒痒。当年，他就东
拼西借了几万块钱，包下了邻居马
生果的3亩路边地，并架起了两个
甜瓜大棚。

“当年腊月十八种上的甜瓜，
第二年4月20日收的，两个棚挣了
一万多元。虽然产量不高，但真的
能挣钱！”2017年，马留申41岁，
人生第一次挣这么多钱，他连种瓜
的日子都清楚地记着。

2018年春天，新瓜挂果，马留
申和妻子在大棚旁搭了个窝棚，一
家人就住在里面。因为管理得当、
技术过关，第二年的甜瓜比头一年
增产不少，但新的烦恼也随之而

来。“人家过来收购，我怕价格
低，自己卖又因为腿脚不便跑不
远，只能在地头上支个摊卖点儿，
很难卖完。”马留申说。为了解决
他的销售难题，马集镇政府的干部
职工被发动起来，都成了“老马甜
瓜”的推销员。

由于品种新、口感好，马留申的
甜瓜很快出了名，销路越来越广。如
今，他还学会通过网络直播卖瓜，

“一天也能卖个一两百斤。”在瓜田
旁，马留申还养了1300多只土鸡。

眼看一年年地挣钱，马留申的
自信心上来了。去年，他又贷款20

万元包了6 0亩地，当起了种地大
户。“种了些辣椒、大蒜，还有西
瓜、白菜，样数挺多。”地多了，

活自然更多了，把头梳得油光锃亮
的马留申，每天都骑着电动三轮车
在承包地里来回转。

“我身体残疾，但这不是穷下
去的借口，我得给孩子们做个样，
让他们知道他爹是好样的，他们也
不比任何人差。”马留申知道，地
里种满了庄稼，也种满了全家人的
希望和梦想。

今年初，上小学的女儿和上幼
儿园的儿子分别获得“进步之星”
和“天才宝宝”奖状。马留申专门
腾出一面墙，把它们和原来的奖状
贴在一起。他希望，孩子们的奖状
能贴满一面墙。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王婷婷 武 旭

“身体残疾，不是穷下去的借口”
得过小儿麻痹症的马留申成为种地大户

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通讯员
李爱国）10月14日，笔者从山东省邮
政管理局发布的鲁邮管[2020]102号
文《关于在济宁市金乡县开展“快递
进村”试点工作的通知》上获悉，金
乡县获批全省“快递进村”试点县。

近年来，金乡县积极抢抓国家
政策机遇，不断探索发展“快递进
村”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村集体配
合”的模式，采取“政企合作”
“快快合作”“快商合作”“交邮
合作”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分
类推进。同时，将“快递进村”纳
入金乡县乡村振兴建设范畴，并对

各镇街进行考核排名，有力推动了
“快递进村”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目前，全县镇街快递网点覆盖

率 达 1 0 0 % ，“ 快 递 进 村 ”率 已 达
88 . 5%，真正打通了快递服务“最后
一公里”，全面提升了快递服务“三

农”的能力，畅通了农产品上行和工
业品下行双向通道，助力了快递与
电商协同发展。

金乡获批全省

“快递进村”试点县

农村大众报无棣讯 （通讯
员高士东 张秀华）10月13日下
午，无棣县马山子镇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现场观摩会暨“强村贷”
合作仪式举行。当日，无棣县首
笔顶格“鲁担惠农贷-强村贷”
投入使用。

傅家台子村养殖专业合作社
由该村五星级村党支部领办，是
无棣县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 9月
底，依托省“鲁担惠农贷-强村
贷”优惠政策，省农担公司给予
傅家台子村养殖专业合作社顶格
授信300万元，及时解决了26名
养殖户的资金难题。这是该县发
放的首笔顶格“鲁担惠农贷-强
村贷”业务。

据悉，自去年我省将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确定为攻坚“靶心”，
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省财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支持，山东省农担公
司、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联合创
新推出“强村贷”产品，以村党组
织领办的合作社为贷款对象，积
极服务乡村振兴。该产品具有费
用低、流程少、下单快等优点，一
般贷款额度为10-300万元，贷款
担保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

据介绍，自2018年8月份农
担工作启动以来，无棣县累计完
成农担业务355笔，发放惠农贷
款2 . 1亿元。其中，今年以来，
先后发放强村贷、农耕贷、生猪
贷、本草贷、巾帼贷、渔网项目
等惠农贷款318笔，金额1 . 82亿
元，惠及360余名农户。

300万解决26家

养殖户资金难题
无棣县首笔顶格“鲁担惠

农贷-强村贷”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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