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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27日，泰山区“和美家”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走进泰前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溢彩心晴共
阅读”活动。市美德健康新生活宣
讲团志愿者同大家共读心理学书
籍，通过案例分析告诉大家各种心
理压力表现以及应对方法，引导大
家正确认识自己、分析心理、培养良
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康心态，积极乐
观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最 泰 安 全 媒 体 记 者 陈阳
文/图

关注心理健康
拥抱阳光人生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和谐优美环境营造和谐优美环境。。

站在泰山区省庄镇安家庄村的山
顶向下望，山坳两侧的层层梯田线条蜿
蜒、错落有致，生态采摘园成方连片，远
处的楼房鳞次栉比。银色的堤坝，碧绿
的池水，共同交织成一幅美不胜收的乡
村生态画卷。几十年前，安家庄村还是

“吃水靠人挑上山”的山沟沟，而如今早
已改头换面，变成了村集体年收入实现
300余万元的省级景区化村庄。“家乡
的变化离不开安家庄村人的奋斗，但如
果没有保护好这片水土资源，一切都是
空谈。”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吴曰胜说。

据了解，安家庄村地处山坳处，地
面起伏落差大，土壤层薄，水土流失现
象十分严重。但近十几年来，在泰山
区水利局等相关单位的协作指导下，
安家庄村从自身实际出发，强调绿色
发展和经济效益齐头进，开梯田、修沟
渠，写好水土保持大文章，成功创建水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为乡村振兴奠定
了稳固的基础。

■科技示范园助推乡村旧
貌换新颜

安家庄村地处山区，山坡陡、耕地
少，曾经村民环保意识差，乱砍伐、乱
开垦，“天上下大雨、地上流泥水”的景
象十分普遍。水土流失导致土层变
薄，村民新一轮开荒辟地使生态陷入
恶性循环。“后来，村民观念发生变化，
慢慢意识到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安家
庄村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利用
近几年时间打造了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吴曰胜说。

据了解，安家庄村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占地约1.5平方公里，是以“科
技示范、生态产业、科普宣传、娱乐休
闲”为主题，集技术推广、科普宣传、理
念引领、典型示范、生态旅游于一体的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该示范园为技
术推广型科技园，分为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技术示范区、生态产业示范区、生
态自然修复示范区、宣传科普区4个
功能区。“自2020年以来，泰山区水利
局先后投入600多万元，积极帮助安

家庄村建设示范区。”泰山区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该局根据区域水土
流失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指导村里
采取生态修复、坡面水系调控、沟道综
合治理、生态产业和美化人居环境等
措施，因地制宜进行了分类整治。

盛夏烈日下的初心湖碧波微漾，
远处山上的梯田错落有致。泰山区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修复是对
园区内荒草地、稀疏林地等采取封育
管护措施，加快林草植被自然恢复，防
治水土流失；坡面水系调控措施主要
包括拦、截、引、蓄、排等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通过建设梯田、引排水沟渠、蓄
水池等科学调控坡面水系；沟道综合
治理则包括拦水堰坝、谷坊、护岸工程
和水塘等水土保持措施等。“这儿原来
只是一片水塘，周边都是沙土斜坡，蓄
水能力不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
该负责人指着初心湖说，如今这里已
修起了堤坝、栈桥，蓄水能力提升了，
既安全又美观，也成了村里果树浇灌
的重要水源处。

据了解，截至目前，示范园区共保
存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35公顷，
其中石坎梯田（经果林）16.6公顷、水
土保持林118.4公顷，修建堰坝15座、
蓄水池3座、水塘2座、截水沟220米、
生态浆砌沟道护坡2.5公里、环山道路
4.6公里。

■以水土保持搭起乡村振
兴“大舞台”

“你看，这株灵芝可以摘了，一株
就能卖50多元。”在安家庄村泰山赤
灵芝大棚里，吴曰胜向记者介绍已经
养殖成熟的泰山赤灵芝。品相饱满的
泰山赤灵芝宛如一朵朵褐金色的小
伞，为安家庄村撑起了经济发展的一
片蓝天。据了解，安家庄村在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的基础上，对园区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发展以培育茶、杏、石榴、
大樱桃、苹果、灵芝、苗木、花卉为主的
农业特色产业。安家庄村投资40余
万元建成6座泰山赤灵芝大棚，由市
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与山东芝人堂

药业公司签订回购协议进行深加工，
带动高效农业实现“一产接二连三”。

走出泰山赤灵芝大棚，远处几间
造型别致的庭院建筑在青山绿树间分
外显眼——那是村里打造的特色民
宿。吴曰胜说，水土保持好了，环境自
然更美了，安家庄村的“致富经”也就
更好念了。安家庄村充分利用养护好
的绿水青山资源，聘请山东农业大学
专家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建设了
200亩杏林、50亩樱桃采摘园和100
亩苹果采摘园，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乡
村旅游公司，建设高端民宿项目，每年
举办观赏节、采摘节等活动，为游客提
供吃、住、游、娱一条龙服务，全面加快
乡村振兴的步伐和速度。

■将园区打造成水土保持
“示范课堂”

六棱砖护坡、框格植草护坡……
在初心湖畔的宣传科普区，这里分别展
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几种护坡方式。
据泰山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
示范园在建设发展中坚持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与综合开发相结合，因地制宜，
形成了适宜区域实际和发展的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模式，包括梯田高效开发模
式（即高标准梯田+水肥一体化灌溉+
水土保持高效经济林果开发+设施农
业）、生态沟道系统治理模式、边坡生态
防治模式、水美乡村模式等，发挥了很
好的探索创新和引领示范作用。目前，
科技示范园已辐射带动周边9个村庄
协同发展，为7000多名群众送去技术
和发展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开展水土保
持知识普及工作，全面展示‘安家庄经
验’，将园区打造成水土保持的‘示范
课堂’。”该负责人说，园区已在路边和
人流密集区等重要位置布设了水土保
持知识牌，建设了人工降雨水土流失
演示系统，布设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和各类植物科普牌，广泛开展水土保
持科普教育和知识普及，并全年向中
小学生和全社会免费开放。

泰山区省庄镇安家庄村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助力乡村新发展

留住“乡土”添实业 不让“肥水”空流失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浩

■从山顶俯瞰安家庄村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陈阳 摄

7月的东平湖，水草丰茂，碧波荡
漾。“看，那边成群的就是青头潜鸭。”
沿着东平湖青头潜鸭养护观测站负责
人陈昌伦手指的方向，只见一群青头
白肚的鸟儿聚集在一起，或低头觅食，
或嬉戏游弋。

夏季，本该北迁的青头潜鸭却在东
平湖里安了家。“最近，我们首次拍摄到
青头潜鸭幼鸟，这一发现证实青头潜鸭
已在东平湖繁衍生息。因为有好生态，
这些候鸟变成了‘留鸟’。”陈昌伦说。

青头潜鸭种群数量稀少，全球不过
5000多只，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其
对水质和周边生态环境要求非常苛
刻。今年3月，仅在东平湖监测发现的
青头潜鸭就达1600余只。7月，观测
站工作人员首次监测到青头潜鸭在东
平湖自然繁殖成功，再次说明东平湖已
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青头潜鸭栖息地。

陈昌伦是一位资深爱鸟人士，从
最初的爱鸟、拍鸟，到现如今的护鸟，
几年时间里，他逐渐将爱好变为一种
责任。“在不断的拍摄过程中，我对鸟
儿的感情越来越浓，今年，我们还承担
起青头潜鸭养护观测的任务。”

5月22日，省生态环境厅在东平
湖建立了青头潜鸭养护观测站，加大
了东平湖野生动物救护及栖息地保护
工作。观测站兼具查、护、管、育4项

功能，为青头潜鸭在东平湖繁衍生息
提供了有力的专业保障。

“红外线照相机能够很好地捕捉鸟
类觅食情况和行动轨迹，我们在6月中
旬开始在栖息地安装，对青头潜鸭进行
24小时监测拍摄。”观测站组建后，陈
昌伦与爱鸟人士一起，联合曲阜师范大
学青头潜鸭监测与研究中心，利用红外

线照相机、望远镜等设备对青头潜鸭潜
在繁殖种群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调查。

令人惊喜的是，7月初，观测站成
员观测到第一个青头潜鸭家庭：一共
7只。这一发现让他们瞬间兴奋起
来。“自从发现了第一窝，同事们早上
4点半就起来巡湖，一直到傍晚，就这
样观察了20多天。”陈昌伦说，目前，

已确认至少14个青头潜鸭家庭繁殖
成功，98只不同周龄的幼鸟在成鸟陪
伴下觅食十分活跃，在此度夏的青头
潜鸭种群数量已超过346只。

从 1600多只青头潜鸭亮相，到
346只青头潜鸭安家落户、繁衍栖息，
生动反映出东平湖湿地功能的有效改
善。东平湖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
要枢纽，近年来，在东平县委、县政府
的有效管护下，全面拆除12.6万亩网
箱网围，彻底取缔沿湖餐船、砂场、“三
无”船只，建设环湖生态隔离带74公
里，湖域面貌焕然一新，湖水水质常年
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同时，东
平县连续多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今
年投放鲢鱼、草鱼和河蟹等优质鱼蟹
苗种1600多万尾，实现了“以鱼控草、
以鱼抑藻、以鱼净水”的目的，也为水
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灰头绿啄木鸟、领嘴雀鹎、三道
鹛……随着湖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
的整体改善和提升，东平湖成了候鸟
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中转站，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像青头潜鸭一样的珍稀鸟
类在东平湖安家落户。东平湖自然保
护区现有植物资源679种、野生动物
78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3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0种，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家园。

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在东平湖安家落户

生态好，候鸟变“留鸟”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皓若

■青头潜鸭在东平湖中戏水。 通讯员供图

本报7月2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王丙寅）为进一步提
高残疾人劳动就业能力，让更多
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推动全市
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高质量发
展，近日，市残疾人就业指导中心
举办2022年全市残疾人中式面
点培训班，21名残疾人参加了
培训。

本次培训班邀请培训经验丰
富的面点师进行现场授课，培训
课程包括拉面、四喜蒸饺、明酥面
点等常见中式面点制作方法。培

训现场，授课人员耐心地对学员
进行指导，让学员熟知整个中式
面点制作流程和方法。参加培训
的学员积极主动，反复练习，学习
氛围浓厚。

本次培训让学员学习了新技
能，扩大了就业门路。下一步，市
残疾人就业指导中心将结合残疾
人就业创业需求，开展形式更加多
样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
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
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掌握一
技之长，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2022年全市残疾人
中式面点培训班成功举办

本报7月2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刘红川）27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发布《关于环山路
老君堂路路口实施机动车禁止左
转交通管理措施的公告》。

为缓解环山路交通拥堵，提
高道路通行效率，保障市民出行
安全，营造更加良好的泰山旅游
交通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
三十九条规定，以及《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决定在环山路老君
堂路路口由西向北设置交通禁令
标志，启用交通技术监控（执法取
证）设备，实施由西向北禁止机动
车左转的交通管理措施。该项措
施自2022年8月1日起实施。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醒，请
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法律法规，对机动车违反禁
令标志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条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8月起环山路老君堂路路口
由西向北禁止左转

本报7月2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李皓若）26日上午，
在市民之家的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法治工作室里，前来咨询
不动产登记法律问题的市民群众
络绎不绝，专职律师热情为办事
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对群众
提出的各类不动产登记疑难问题
进行答疑解惑。

不动产登记业务类型多，涉
及法律法规范围广，为满足办事
群众法律需求，市民之家不动产
登记大厅在前台设置咨询导服
台，在后台设立法治工作室，多层
次、全方位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不
动产登记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帮

助办事群众消疑难、化矛盾、梳堵
点、理纠纷。针对具体情况，律师
通过法律途径为当事人寻求解决
问题的方法，引导市民群众知法、
懂法，用法，妥善处理各类不动产
登记相关问题。

据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法
治工作室将秉承为民服务初心，
把法治工作落实在服务最前线，
做到让群众带着问题而来，收获
满意而归，切实把保障群众登记
财产安全、维护市民群众合法权
益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用心、用情、用力让市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设置法治工作室
为群众纾难解困

本报7月2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陈阳）今年以来，岱岳
区范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营商
环境建设，促进企业加速发展，在
联系企业、惠企政策到企、问题诉
求征集、为企协商等多个方面，为
企业提供了诸多服务，解决了实
际困难。企业得以高质量发展，
工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据统
计，1月至6月，该镇实现工业总产
值15.84亿元，累计增速74.02%；
固定资产投资3.62亿元，同比增
长79.3%；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1.56亿元，完成进度的128%。

今年3月，该镇安排13名副

科级领导干部，选派36名机关干
部作为企业联络员，按照“建立联
系、宣讲政策、解决问题、密切沟
通”原则，针对48家重点企业，全
面开展联系、走访、服务活动。半
年来，企业联络员深入辖区各企
业宣传招商引资、融资、技术改
造、奖补、科技、法律等方面政策
内容，并就企业关心的问题现场
答疑解惑，切实帮助企业深入了
解政策支持的重点。

1月至6月，企业联络员共征
集诉求问题22项，并登记台账。
截至6月底，所有诉求问题已全
部得到解决。

岱岳区范镇

加强营商环境建设
助力工业经济增长

本报7月2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毛洁）26日，我市召
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市场及周
边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强
调，各级各单位要统一思想，形成
攻坚合力，确保市场及周边小区、
背街小巷整治到位，全面提质
达标。

近年来，我市一直将市场及
周边小区、背街小巷整治作为城

市环境提升工作的重点。会议要
求，各级各单位要对市场及周边
小区、背街小巷进行全面排查，解
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舍得下“绣
花”功夫，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
位；要逐项逐条找问题，盯住问题
找差距、瞄准细节补短板，细之又
细、严之又严地将市场及周边小
区、背街小巷整治到位，更好地营
造干净、有序、舒适的城市环境。

我市推进市场及周边
专项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