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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绿”于“城”
家门口的森林氧吧有松鼠和奇鸟

晨起漫步云门山森林公园的林荫小
道，享受湿润空气和养眼绿色，已经成了许
多青州市民休闲养生新选择。7月16日一大
早，家住益青园小区的张绣姿带着9岁的外
孙上山晨练，“以前没建起来的时候，这里
就是一片荒山，根本不敢带孩子来玩。现在
不一样了，除了特殊天气不能来，我们基本
每天都来转一转、爬爬山。”在张绣姿看来，
这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空气越来越好了。

“我心脏不好，对于氧气需求比较高。”每天
早上到这里“吸氧”，会让她接下来的一天
身体都比较舒服。而在她的外孙看来，这里
最惊喜的变化莫过于各类小动物越发多了
起来。“以前很少看到松鼠，现在基本每天
都能看到，非常可爱，有时我会给它们带点
坚果。”在这个9岁的大男孩眼中，每隔一段
时间就能发现新的漂亮、奇异鸟类，是他爬
山乐趣之一。

“云门山森林公园一期自2012年9月1
日开始动工，2013年6月30日竣工。”青州市
云驼风景区运行服务中心森林公园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冀美霞说，为了给市民提供更
广阔的“城市氧吧”，三年后，二期工程开始
动工。“云门山森林公园二期项目位于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云门山核心景区外
围，总投资1 . 6亿元。”冀美霞介绍说，现在
平均每天能迎来游客两三万人，节假日能
达到五六万人，很多周边城市的市民都来
这里游玩，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因此也带火
了周边的餐饮和住宿。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一时美到持续
美，在追求城市“生态美”的路上，青州始终
步伐坚定。

截至2020年底，全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2007 . 66万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2192 . 14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为37 . 53%，绿化
覆盖率为40 . 9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5 . 34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园林城市、全
国绿化先进市、国家园林城市荣誉称号。

源清流洁
全市因水而兴的村庄达到26个

南阳河是青州的母亲河，流域面积171
平方公里，长度32 . 5公里。2010年，南阳河
水资源环境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升改造工
程全面铺开，工程投资10亿多元，对南阳河
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方面的提升改造和景
观配置建设，这里摇身变为精致精美、颜值
气质兼具的城市会客厅。“附近像我这个年
纪的老人，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
间都待着这里。”今年73岁的尚明武是此处
一个“乐团”的成员，负责拉二胡配乐，该

“乐团”成员颇多，每天都会在此处排练。尚
明武老人说，这里就像一个“后花园”，大家
伙白天在这晨练、运动，下午散步、遛弯，到
了晚上可以打牌、下棋，给城市生活带来田
园的惬意享受。

这里不仅是本地市民的好去处，更是

野生鸟类的好归处。“我们始终践行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青州
市阳河管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孙维冰
说，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是理顺“水脉络”、改
善“水环境”、做足“水文章”。

今年4月份，青州摄影爱好者李家骅
在朋友圈发了北红尾鸲在花间、草地嬉
戏的图片，获赞无数。“现在南阳河的生
态好，吸引了很多鸟儿。不仅有北红尾
鸲，还有白鹭、苍鹭、鸳鸯、绿头鸭，绿头
鸭都在这儿安家了。”青州市阳河管护中
心文旅宣介科科长刘永波说，6年前，自
己就在南阳河流经的洋溪湖发现了绿头
鸭。这种大型野鸭属于候鸟，常年迁徙。
现在这群绿头鸭长期在南阳河的有200
多只，而最初只有三四只。

看住山、管好河、留住水、栽满树，良好
的生态来自体制机制的保障。为加强云门
山、驼山风景区保护和管理，青州划定了
28 . 04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青州市人大
通过《关于加强云门山、驼山风景区保护和
管理的决议》。该市在“保护区”四周分别设
立了界碑，把决议刻在界碑上，拒绝了酝酿
中的与“保护区”定位不符的几十个项目。

钓鱼台村位于该市王坟镇，因紧邻钓
鱼台水库山水丰美而出名。多年来，倚靠丰
富的河湖资源，该村先后在周边建设钓鱼
台瀑布、金蟾湾、九龙戏水等亲水观光点，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旅游。“2015年，我们村
两委带领村民成立钓鱼台富春山乡村旅游
合作社，2016年收益最佳，一个汛期(35-40
天)就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
余万元。”钓鱼台村党支部书记尹长海说。
今年，借助良好的山水资源优势，该村利用
外资引进的旅游康养和写生基地两个项目
也在洽谈中。目前，全市像钓鱼台村一样，
因水而兴的村庄达到26个。

随着全市对美丽河湖工作的重视和河
长制工作的持续开展，青州越来越多的河
湖实现美丽蝶变并且逐步达到智慧化无缝

监管。“到2023年，全市28条河流、23个湖库
将全部建成河湖安澜、生态健康、水清岸
绿、人文彰显和智慧管护的美丽幸福示范
河湖。”青州市水利局局长郭增强说。

“依规”用山
即使生态产业也不能无节制开发

“即使是生态产业，也不能无节制开
发。一个山头建十几家农家乐，再好的山也
扛不住。”青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海华说。念
响“山字经”，首先要看住山、护好山。

从“立规矩”入手，青州以人大决议、政
府行文等形式，出台《关于加强西南山区生
态保护的决议》《关于加强西南山区规划建
设管控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意见，围绕建立
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围绕划定林业
用地、风景旅游及生态环境安全控制等土
地用途管制区，围绕开展矿山复绿、矿坑治
理、生态修复，把原先散落到乡镇或社区、
村庄的山区开发权限，统一收归到青州市
政府，依法严格控制现有规划之外的建设
项目，坚持用法治守护生态红利，确保优势
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

庙子镇圣峪口村生态旅游建设加快发
展，村党支部书记郭德军告诉记者，村里规
划的旅游建设项目，都要报青州进行审批
或环评，如同市长“直管”。圣峪口是千年古
村，自然植被茂盛，动植物品种繁多，森林
覆盖率达到94%以上。在青州和庙子镇的
统一规划及帮助下，这个村依托国家
AAAA级景区黄花溪、泰和山的品牌地缘
优势，确立“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传统民
俗文化”的发展思路，成立乡村旅游专业合
作社，投资300多万元打造杏花坡大型观光
区、原始黄栌林景区、百年五角枫、百年柿
子树等景点，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特色乡村
游明星村。最高兴的是当地的老百姓，就靠
着土地流转、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等，腰
包迅速鼓了起来，没动青山一枝一叶。

好生态成就品质农业好品牌，绿色有
机农产品种植在青州全面开花，目前全市
已有有机产品127个，绿色产品41个；乡村
游火爆升温，全市已建成省级农业旅游示
范点3处、省级旅游强乡镇3处、省级旅游特
色村3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145个，旅
游农家乐320多家，吸纳5 . 5万农民就业，
获得“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荣
誉称号。

“生态保护”赋能新旧动能转换
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已成集群

青州抓环保有多“狠”？即便节假日期
间都不曾停歇。在今年端午节期间，从市领
导到机关干部，都全力守护着一方碧水蓝
天净土。6月13日下午，青州市委主要领导
召开紧急会议，对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
作进行再强调、再安排、再部署。当天上午，
市政府主要领导现场调研潍坊走航监测问
题企业，要求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以最
快速度、最实举措、最严要求抓好问题整
改，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6月14日
上午，分管副市长带领专家和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到瑞鑫科技、晨凯化工等企业现场
检查企业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每天，在青州市北阳河的青垦路桥断
面、刘河桥、前后寨等6个点，都活跃着潍坊
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
定时采取水样进行主要污染物检测。不仅
如此，每个周末他们还要进行更为详细复
杂的“全水”检测，确保水质安全达标。为提
升企业VOCs及异味污染治理水平，潍坊
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使出了“连环招”，
推进夏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人员说，
现在使用移动走航监测车，边走边测解决
了传统固定监测模式的局限性。据介绍，今
年上半年，已关停取缔企业2家，责令停产
限产整治企业15家，立案查处涉VOCs案
件51起，罚款333 . 88万元。

高压的查处态势下，落后产能淘汰了，
新动能自然要跟上。

青州生态环境部门保持“服务企业就
是服务发展”理念，依托专业优势和资源优
势，当好政策“宣讲员”，激发企业内生动
力。今年以来，共向企业发放各类业务服务
手册2000余份，召开涉危险废物、加油站、
重点涉气企业等现场、视频培训共计10余
次，制定发放《青州生态环境执法服务告知
书》2次。另一方面，还主动“牵线搭桥”，助
力企业绿色突围。借助“外脑”力量，弥补专
业性不足短板，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邀
请潍坊市环科院专家对辖区内的石化、化
工、表面涂装等20家涉VOCs企业进行现
场帮扶指导，找准企业“病灶”，拟定整改

“手术方案”，专项整治企业环境问题“疑难
杂症”。

最终，“生态保护”的发力，加快了新旧
动能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促使青州全市
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好成绩”。

全市着力强化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
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该市
规模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 4%，完成
工业总产值854 . 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67 . 3亿元，工业强市迈出坚实步伐。

以“生态”为支点，撬动民生、旅游、产业全域高质量发展

青州：因“青”闻名，做好绿色文章
在青州发展的主轴

线上，“生态”是最宝贵的
资源和财富。近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进
青州，在勃勃生机中窥寻
这个城市的“生态秘籍”：
全年绿化不断线，荒山造
林、绿地建设等屡屡被列
为政府公开承诺为民办
好的实事加以推进；推进

“河长制”，域内河畅、水
清、景美，实现河湖“长
治”；全面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确保
绿色可持续发展；扶持发
展生态产业和绿色产业，
生态和经济实现和谐共
荣，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型
城市全面推进……

这座以“青”闻名的
城 市 ，俨 然 已 经 以“ 生
态 ”为 支 点 ，撬 动 了 民
生、旅游、产业的全域高
质量发展。

弥河文化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不少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殖。

云门山森林公园内，每天都有市民前来骑行健身放松身心。

南阳河下游坝沟子水库风景如画，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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