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规划引领，坚持依法治污，强化科技赋能，开展生态修复

生态持续改善，80多种鸟类日照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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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旅游
环境向好候鸟舞翩跹

80余种鸟类过冬港湾
过去，白鹭湾所在的地方是

潮白河流域附近的一片四荒地，
后来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以“艺
术+旅游”模式，推动文化旅游、
现代农业等产业聚集，实现三产
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一种
新型发展业态，既保护了绿水青
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形成了一
派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的
热闹景象。

不远处的水面上，几只天鹅
或游或走，鼓翼欢歌，时而展翅滑
翔、轻盈踏水，时而引颈长鸣。水
面上还栖息着不少白鹭、绿头鸭、
白骨顶鸡、鸳鸯等，画面和谐温
馨，与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交
相辉映。

环境好不好，鸟儿说了算。白
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环
境和水质的要求极高，这里环境
静谧，水质甘纯，林木成行，绿树
成荫，为候鸟们提供了理想的栖
息繁衍场所。从2013年飞来第一
只白天鹅，到现在的40多只，数量
逐渐增加，也见证着日照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的十年。

据介绍，随着日照湿地生态
环境的不断改善，吸引了白天鹅、
鹈鹕、鸳鸯、白鹭、绿头鸭等80多
种鸟类在此“安家”过冬。

为了保护天鹅等鸟类的栖息
环境，白鹭湾在潮白河湿地公园
白鹭湾段及周边区域筹建白天鹅
越冬重点保护区，日照禁止在重
点保护区开展捕鸟、钓鱼、开垦、
行驶橡皮艇等各类影响白天鹅栖
息越冬的生产活动。

此外，还成立了白鹭湾天鹅
护卫团队，团队负责人刘明被人
们亲切地称为“鸟爸”，十年如一
日保护着鸟儿和湿地，定点投食，
宣传保护野生鸟类知识，营造了
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家
园。“起初我喂食的时候，它们会
有些怕人，但是时间长了，它们也

仿佛把我当成了一位熟悉的老朋
友，不再害怕我。”刘明开心地说。

联动＋融合
振兴现代农业
助推乡村振兴

沿着蜿蜿蜒蜒的大道，穿过
层层叠叠的林木，苹果、樱桃、蓝
莓、桃子、猕猴桃的种植地悉数亮
相，当无人机高高飞起的时候，一
片金灿灿的柿子林映入画面，树
枝瘦瘦的、干干的，满树的柿子将
树枝压弯了腰，树下有几个孩子
欢快地跑着、跳着。

通过在高低起伏的场地上营
造草地、树木、湖泊、梯田等自然
景观，白鹭牧场构建出一幅秀美
的田园风光，并以此为基础、以文

化旅游产业为主导布局一、二、三
产业，实现三产联动和城乡融合
发展。“现完成景观绿化及果木种
植面积3000亩，采用以色列耐特
菲姆水肥一体化智能化系统，其
中种植苹果、樱桃、蓝莓、桃子、猕
猴桃等果木约900亩；完成绿化苗
木种植2100亩，种植樱花、红橡、
红枫、朴树及日本厚朴等。”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白鹭湾吸引周边7个村集体
参与合作建设白鹭牧场蓝莓、樱
桃育苗基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带
动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致力于建
设“农民的致富田园、游客的休闲
田园、投资者的创业田园、市民的
心灵田园”，作为园区片区治理开
发的一种有效形式，实现“穿点成

线、以点带面”的综合治理发展新
思路，探索出一条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有效路径。

生态+幸福
科技赋能海陆共治

擘画绿色发展新蓝图

天蓝水清，鸥鹭翩跹，清清河
流绵绵蜿蜒，山海之间，光影流
转，跨过道道青山，穿越碧海蓝
天。如今的日照，“幸福”一词，被
赋予更厚重的生态底色。

在日兰高速路出口、迎宾路
两侧，大片的波斯菊、百日草等竞
相绽放，昔日的裸土矿坑披上绿
衣，曾经的城市“疮疤”成了如今的
花海绿廊。市政污泥和裸露土地协
同治理，实现固碳2000吨/年，有机

固体废物资源化和裸露土地整治
经验在全省推广。这是日照市深
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缩影。

“天越来越蓝了，像水晶、像
翡翠、像蓝色的绸缎，朵朵白云点
缀；水越来越清了，一条条河流穿
城而过，两侧绿树掩映，将城市衬
托得愈发灵动；地越来越绿了，

‘转角遇到绿’是我们的最大感
受，街头绿地、口袋公园俯拾皆
是，满眼的绿色让人目不暇接。”
市民内心的认可和脸上洋溢的笑
容，成为生态日照、幸福日照的真
实写照。

生态是日照最大的优势，为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日照坚
持铁腕治污、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PM2 . 5和PM10平均浓度分别降
低53%和50 . 8%，空气质量全面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已经从“奢侈品”变成
了“常用品”；扎实开展“林水会
战”，全市森林覆盖率增加到
27 . 72%，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
范区；坚持林水共治，大力开展清
清河流行动，全面完成主城区雨
污分流改造，下决心从根本上治
理农村畜禽养殖污染，国控考核
断面水质均值全部达标，河湖管
理工作获国务院表扬激励；坚持
海陆共治，在全国率先实施港口
岸线退用还海工程，近岸海域优
良水质面积比例保持100%，绵延
不断的黄金海岸线水清沙软、鱼
鸥翔集，绘成了一幅“蓝天、碧海、
金沙滩”的美丽画卷。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
至；环境保护，需滴水穿石、久久
为功。日照精准施策，坚持规划引
领，坚持依法治污，强化科技赋
能，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源头管
控，开展生态修复……一系列呵
护生态“颜值”，提升经济“含绿
量”的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如今的日照，优质的生态美
景与快速发展的城市脉搏同频共
振，走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双赢的“日照路径”，在齐鲁大地
上谱写出一曲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的绿色华章。

记者 孔茜

运河之畔，一艘艘大型航船
正破浪前行，穿梭在白马河上。
这条作为济宁东部地区与京杭
运河主航道连通的唯一航道，在
12月份迎来航运新篇章。

12月1日，白马河航道扩建
工程召开交工验收审查会，提前
一个月完成交工验收。“现在跑
得趟数多了，载的货多了，收益
自然提高了不少。”对于经常驾
船往返白马河航道的微山人张
运赋而言，航道升级无疑是对通
航能力提升、装载货物量增加的
一大利好举措。

张运赋坦言，白马河是支流
河道，河道较窄、航道较浅。未升
级改造前，1000吨级船舶可单向
通行，如遇对向来船，一方船舶
需停泊在较宽的位置等候，对向
船舶通过后，方可继续行驶。这
一等少则半小时、多则一小时。

进入枯水期，航道浅窄，不仅容
易造成船舶拥堵，就连货物也不
敢装满，生怕被搁浅。升级改造
后，单机船可实现追越，行船时
间缩短三分之一。

“航道升级后，航道底宽不
小于45米，水深可达4 . 1米。”济
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建
设部部长张明建介绍，白马河航
道历经两次提升至底宽30米。
2021年1月6日，按照三级航道标
准（二级航道水深）再次提升，建
设起点为京杭大运河与白马河
航道交汇处，终点至邹城港区太
平作业区的26 . 4公里航道及航
标、防撞墩等工程。航道交工验
收后，可通航2000吨级船舶、万

吨级船队，通航能力显著提升，
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一寸水深一寸金。随着通行
效率的提高，如今，更多运输船
队选择了白马河航道。

从京杭运河济宁以南实现
二级航道通航，到大运河向北延
伸实现济宁至梁山港航道通航，
如今，随着白马河航道升级，济
宁航运版图实现东扩。

白马河水潺潺而来，地跨邹城
市、微山县两地、六乡镇，辐射太平
港、荣信港、微山港区两城作业区
鲁桥码头等多个港口。随着泊位港
口的不断升级扩容，建设与港口相
匹配的航道等级迫在眉睫。

“作为济宁东部地区与京杭运
河主航道连通的唯一航道，白马河
在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张明建称，白马河航
道作为济宁“一干（双线）十二支六
枢纽十重点”内河水路运输体系的
重要支流航道，是济宁市内河高等
级航道网的重要基础支撑。

该航道的建成通航，对于构建
济宁市干支航道网，完善区域综合
运输体系，助推港航经济高质量发
展必将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为提升通航能力，济宁对

航道进行有计划、系统性的整
治。”济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规划发展部部长陈梅坦言，济宁
将持续发力，开启对京杭大运河
济宁至东平湖段主航道“三改

二”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已列入
交通运输部“十四五”备选项目
库）、湖西航道(上级湖段)升级改
造工程以及洙水河、复兴河等支
流航道的改造升级。

“跑得顺了、载货多了，收益自然看涨”

济宁航运版图东扩，白马河航道扩建工程提前交工

“一行白鹭上青天”“轻舟点点飞白
鹭”……此等意境，往往只在诗与画中，在现
在的日照市白鹭湾湿地公园，却属平常光景。
每年11月，在白鹭湾的田里、路边、水畔、树
上，随处可见候鸟翩跹。几百上千只候鸟集体
飞起，甚是壮观。青山绿水之间，人与候鸟，相
见而不惧，相望而不扰，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日日照照阳阳光光海海岸岸绿绿道道串串起起日日照照全全域域旅旅游游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新新局局面面。。

冬冬天天的的白白鹭鹭湾湾，，路路边边、、水水畔畔、、树树上上随随处处可可见见候候鸟鸟翩翩跹跹。。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增凯

近年来，烟台市水文中心始终高度

重视水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工作，不断深

耕细作、创新求实，创造了多个可复制

推广的典型案例，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

和社会群众的广泛好评，为烟台市水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贡献水文力量。

依托行业优势，积极开展水量水

质监测服务。秉承水生态“量质并重”

的服务理念，围绕市级河长制工作安

排对烟台市“九河三库”重点河段及

区县美丽河湖开展生态水量与水质

监测，为烟台市落实“四水四定”，推

进市级河长制和美丽河湖建设提供

技术保障，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

的高度赞扬。

发动社会力量，创新开展水文巡

河志愿活动。自2017年起，烟台市水文

中心倡议实施了“绿水青山·巡河有

我”水文巡河志愿活动，连续6年发动

社会力量助力水生态文明建设，截至

目前，烟台市巡河志愿者注册人数超

两万人，该项活动荣获2019年全国水

利系统基层单位文明创建优秀案例。

立足服务大众，持续开展多元化

立体化宣传。面向不同受众开展形式

多样的水生态文明宣教活动。打造水

情教育基地，烟台市门楼水库水文站

被列为烟台市水生态文明城市示范

教育基地、烟台市首批中小学生“社

会大课堂”教育基地、山东省水情教

育基地，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到基地

参观学习。打造水文主题公园，与牟

平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了占地3000
多平方米，涵盖水生态知识科普、水

情教育、传统文化宣传和市民休闲娱

乐等功能与一体的水文主题公园，成

为市民共建共享水生态文明成果的

典型案例。

烟台市水文中心将始终坚持“以

水生态文明建设统领水文高质量发

展”这条主线，积极践行新时期治水

思路，着力打造服务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水文模式”。

烟台市水文中心打造服务水生态文明建设“水文模式”

12月1日，济宁白马河航
道扩建工程召开交工验收审
查会，提前一个月完成交工验
收，这标志着山东省内河京杭
运河支流航道扩建工程收官。
从通航1000吨级船舶，升至
2000吨级船舶、万吨级船队，
白马河航道扩建工程交工，济
宁航运版图东扩取得实质性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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