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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池 彦 明） 近
日，我市发布 2024 年第 1 号总林长
令，发布实施 《关于切实加强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的意见》，着重提出 8
项重点任务，加快推进山东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

在深化林长制改革方面，总林
长令提出健全完善市、县、乡、村
四级林长制组织体系，加强林长制
责任单位间的协作配合，用好山东
省林长制综合管理平台，配强林长
制办公室人员力量，实行林长工作
督促提醒制度，保障工作扎实推进。

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上，我市
将以大汶河、东平湖、泰山、徂徕
山为重点，实施森林生态保护修复
工 程 ， 筑 牢 鲁 中 南 生 态 安 全 屏
障，科学推进国土绿化，严格落实
造林上图；加快推进徂徕山林场国
家级森林碳汇试点工作。

在依法严格保护林地方面，我
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加快推进新
一 轮 县 级 林 地 保 护 利 用 规 划 编
制，加强林地用途管制，严格执行
林地定额使用管理制度，严格保护
生 态 公 益 林 ， 加 强 林 木 采 伐 管
理，积极拓展林地后备资源。

在 加 快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建 设
上，我市深化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推动构建以自然保护区为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全市自
然保护地体系；加强自然保护地内
巡护监管，加强湿地资源监管，加
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完善打击野
生 动 植 物 非 法 贸 易 联 席 会 议 制
度；加强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
地保护恢复，落实“一县 一 救 护
站 （ 点 ） ” 收 容 救 护 能 力 建
设，强化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预警，全面提升野生动植物
保护水平。

为防范遏制森林火灾发生，总
林长令提出严格落实森林防灭火行
政首长负责制，编制各级森林防灭
火规划，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
违规用火治理行动，全市林缘 500
米范围内严格落实“六个严禁”要
求；推动“天眼护山”系统向集体
林区和行政交界处拓展，持续强化
重 点 林 区 防 火 通 道 、 防 火 隔 离
带、物理阻隔网建设，因地制宜布
局蓄水池等水源设施；抓好护林员
和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提高火
情早期处理和综合防控水平。

在 精 准 防 控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方

面，我市将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普查和预测预报，强化林业植物检
疫检查，精准做好美国白蛾、杨小舟
蛾等重大林业食叶害虫防控；持续推
进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
动 ，巩 固 松 材 线 虫 病 疫 情 防 控 成
果；把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普查、防
治、检疫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确
保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所需。

在 加 强 森 林 资 源 执 法 监 管
上，总林长令提出，推动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用好“林长+检察
长+警长”工作机制；落实县级或乡
镇 政 府 聘 用 护 林 员 制 度 ， 健 全
县、乡、村多层次护林员管理体
制，增强基层管护力量。

在积极引导社会参与方面，我
市支持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将发展
碳汇林业、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
绿色富民产业，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森 林 资 源 保 护 发 展 ； 把 造 林 绿
化 、 森 林 管 护 与 创 设 公 益 性 岗
位、群众就业增收结合起来，更好
地发挥林业公共服务功能；创新义
务植树尽责形式，大力宣传植绿爱
绿护绿的典型和经验，对违法案例
予以曝光，营造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张建） 近日，山
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办公室下发 《加快场景创新引
领“十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 （2025—2027 年） 》（以 下 简
称 《行动计划》），我市“储能之
都”成功入选全省12个场景创新引
领区。

场 景 创 新 是 以 新 技 术 、 新 产
品 、 新 模 式 的 创 造 性 应 用 为 导
向，以促进供需有效链接、紧密
联 动 为 路 径 ， 实 现 产 业 蝶 变 升
级 、 扩 容 倍 增 、 加 速 成 长 的
过程。

《行动计划》提出，我省将实施
场景机会培创、场景创新攻关、场
景创新引领区建设、场景生态塑

造 、 场 景 服 务 体 系 构 建 五 大 行
动 ， 运 用 场 景 思 维 做 强 做 优 做
大 “ 十 强 产 业 ”， 加 速 更 多 新 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率先应用推
广、持续迭代升级，蹚出一条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路子，为加速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
供坚实支撑。其中，在实施场景创
新引领区建设行动中，依托国家级
重大创新平台、重大新型基础设
施、体现国家及全省重大生产力布
局的产业集聚区等，我省集中了 12
个省级场景创新引领区，为带动全
省场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扩容提供
示范。

我市“储能之都”成功入选全
省12个场景创新引领区。在实施期

内，我市将加快突破无补燃压缩空
气储能、磁悬浮储能等方面的“卡
脖子”技术，构建以抽水蓄能、盐
穴储能、电化学储能为支撑，制氢
储能、熔盐储能、飞轮储能为辅助
的新型储能体系，打造国内领先的
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

市 发 改 委 将 以 建 设 “ 储 能 之
都”场景创新引领区为契机，集中
攻关一批重大技术、业态模式和场
景创新，深度挖掘、系统培育、加
速释放一批“十强产业”场景机
会，打通制约科技与产业协同创
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的 关 键 “ 堵 点 ”， 推 进 “ 十 强 产
业”提质升级，全面提升“十强产
业”发展新优势。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磊） 日
前，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 （ 以 下 简 称 《 实 施 意
见》）。《实施意见》提出推动数字
化改造、智能化升级，创建智慧畜
牧业应用基地、建设智能牧场，完
善提升生猪、肉鸭综合服务平台。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聚焦数字化转型推动
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改善质
量控制、提高监管能力、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贯彻落实
省数字农业发展战略，运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推进数字平
台建设，推动畜牧业在生产、管理
等领域数字化改造升级，全面赋能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我市支
持建成了国家生猪市场——山东交
易市场、全国肉鸭产业综合服务平
台 和 泰 安 市 奶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平
台。山东交易市场自 2023 年 6 月
开市以来运营良好，市场注册用户
超过 4000 户，已服务用户 6.7 万
次 ， 市 场 总 交 易 量 达 24.5 万
头，总交易金额近5亿元，在全国
省级交易市场中位居第二，已成为
省内最大的生猪大宗商品交易平
台。全国肉鸭产业综合服务平台上
线运行良好，已有 126 家商户入
驻，实现合同签约 4103 份，累计
成交金额达 5.85 亿元。泰安市奶
业社会化服务平台积极推动智能鲜
奶机进社区，引导奶农为小区居民
提供安全、新鲜的牛奶，已成功发
展活跃会员 3600 户，满足 1 万多
名居民日常奶产品消费需求。

在推动畜牧生产数字化改造方
面，我市积极组织开展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场创建和智慧畜牧应用基
地、智能牧场培育行动，通过示范
推广应用高效繁育、精准饲喂、环
境控制、生物安全等先进适用技
术 ， 带 动 现 代 畜 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十四五”以来，我市共创建
国家级示范场 5 家、省级示范场
10 家、市级示范场 104 家，省级
智 能 牧 场 10 家 ， 智 慧 基 地 26
家。全市畜禽养殖规模养殖比重达
87%。

此外，市畜牧部门积极推进监
管方式智能化、数字化，依托省智
慧畜牧业务支撑服务系统，全面实
施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无纸化出
证，统筹推进生猪屠宰“三证联
通”试点，实现产地检疫、屠宰检
疫 和 肉 品 品 质 检 验 数 据 信 息 统
一，将追溯链条从生猪胴体延伸到
养殖环节，并将信息联通至市场监
管部门，通过会商制度实现生猪产
品 跨 部 门 联 合 监 管 、 质 量 可 追
溯，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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