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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上的致富路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张晓帆

  每天一早，程显璞都要雷打不动地
“巡山”——— 依山而建的3000亩葡萄园是
他的管护对象。盛夏的葡萄园一片碧绿，
整齐排列的葡萄树与橙色屋顶的葡萄酒庄
交相辉映，仿佛步入油画中。
  夏日多雨，站在有些泥泞的葡萄园
里，程显璞对记者说：“咱们脚下这片
葡萄地，之前就是很深的矿坑，又陡又
有锋利的石头，很是危险。现在不仅填
起来了，还种上了葡萄，真是变废为宝
了。”
  莱西市院上镇的山口村是程显璞的
家。他工作的这处葡萄园，位于村子东北
方向的九顶山上，曾经这里有一处安山岩
矿场。程显璞今年60岁，在他的记忆中，
轰隆隆的采石声音就没断过：“周围谁家
盖房子、包括修工程，都是从山上挖石
头。”
  多年的开采对矿区地形地貌、植被景

观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更是遗留
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废弃矿坑两处，
分布于山坡的北、西两侧，坡体存在多处
不稳定的危岩体。“挖久了，山成了坑。
乱石、砂子裸露着，种庄稼根本种不活。
风一吹，尘土飞扬。”程显璞说。
  2 0 0 8 年，九顶山安山岩矿山被关
停，莱西对废弃矿坑进行整治。恰逢国
外客商在中国寻找适合建造葡萄酒厂的
场地。这里因采矿遗留下来的矿坑，正
好为建设恒温恒湿的酒窖提供了便利。
同时凭借适宜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
等因素，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
力压全国50多个候选对象中选。该填的
地方填，该建的地方建，从2008年第一
株葡萄在石头地里生根发芽，昔日矿坑
的地貌景观不断恢复，久违的绿色铺满
山间。
  2015年，当时还是村里农业生产技术
员的程显璞前来应聘，成了葡萄酒庄园的
“工头”，带领四五十个村民来葡萄园当

起了“葡萄管护”。“这一片是赤霞珠，
那一片是霞多丽，往那儿一片是小芒森。
你看这些葡萄种的时候很有讲究，行距2
米，每列里头植株相隔1米，根据品种的
不同，每棵植株留10个、12个或者14个枝
条，这都是严谨地算过的，这样种出来的
葡萄最好。”现在，程显璞对葡萄的管护
如数家珍。
  辛勤的工作也为靠天吃饭的农民们带
来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我是天天来
上班，一个月3000块钱。还有日结、月结
的短工，他们根据时段也能拿到一天80
块—100块的工钱。”程显璞说。
  历史遗留的残垣断壁、高陡边坡、采
石矿坑等废弃矿山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之
一。据调查，全省有破损山体4706处、露
天采坑3109处，占损土地约5万公顷。近
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矿山修复，重点实施
了2013年以来关停露天开采矿山生态修复
和“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京津冀周边
重点区域、黄河流域废弃露天矿山、泰山

区域山水林田湖草历史遗留露天开采矿山
生态修复项目。“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
共治理废弃矿山3247处，治理面积46万
亩，治理面积、治理个数、投入总额位居
全国第一。”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处二级调研员韩景敏介绍。
  通过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不仅消除了
地质环境灾害隐患，还极大改善了项目周
边区域生态环境，提高了项目周边居民生
产生活品质。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公
布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名单，我省三地上榜，莱西就在
其中。
  站在山顶眺望千亩葡萄园，万绿丛
中，总能看到工人们辛勤劳作的身影。
“政府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
前我是不懂，现在懂了。尘土飞扬地开山
时，咱们没富起来，现在环境好了，腰包
也鼓了。”程显璞感叹。8月底，葡萄园
要迎来今年成熟的第一批葡萄。每一个劳
作田间的新农人，都在等待着丰收季。

省直和济南市定点医药

机构联合稽核本月启动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其
使用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7月11日，山东省市定点医疗
机构医保基金使用约谈会在济南召开，通报去年全省医保基金监
管和省市稽核工作情况，并部署新一轮医保基金稽核工作。
  山东省医保局副局长郭际水介绍，2021年度，全省各级医保
部门会同公安、卫生健康、审计等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医保基金监
管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有力震慑。今年省直和济
南市的稽核工作将在本月启动，为减少或避免对各医疗机构的重
复稽核检查，省市医保稽核机构继续实施对省市定点医药机构的
联合稽核。
  联合稽核注重“三个聚焦”：一是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社会办定点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内设定点医疗机构等重点领
域和对象，以及“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恶意骗保行为；
二是聚焦血液透析、串换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使用等欺诈骗保高
发领域；三是聚焦纳入医保的抗肿瘤靶向药使用、篡改肿瘤患者
基因检测结果、医保卡违规兑付现金以及医保药品二次销售等超
越底线的重大案件。
  去年5月1日，《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
施，其中涉及到第38条至第40条情形的，需要按照条例规定，处
1-2倍或2-5倍的罚款。“省市医保部门将按照要求开展专项检
查，会同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重大案件查处
力度，深挖细查举报线索，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郭际水表
示，对经稽核查实存在问题的单位，将充分运用约谈、限期整
改、暂停结算、拒付费用、暂停协议、解除协议等处理措施，及
时下达《医疗保险稽核意见书》，严肃追究责任。对严重违规违
纪问题，加强行刑、行纪衔接，依法移交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省纪委监委将医疗卫生和保障纳入全省十个重点专项整治
领域之一，着力整治医疗机构虚构医疗服务、虚报诊疗信息，骗
取套取医保基金等问题。”山东省纪委监委驻省退役军人厅纪检
监察组组长于洪宁表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医保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医药
机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建立健全
内部管理制度，积极做好自查自纠。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要履行好
监督、查处等责任，切实加大医保基金使用不规范问题的纠治和
欺诈骗保的打击力度。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油价两连跌，92号汽油回归9元以下
普通私家车加满一箱可少花14元左右

  □记 者 张文婷 卢鹏 
   通讯员 孙杨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 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天24时
起，国内汽油每吨下调360元，
柴油每吨下调345元。这是国内
成品油价格年内首次两连跌，
也是年内的第三次下调。全国
平均来看，此次调价折合92号
汽油每升下调0 . 28元，95号汽油
每升下调0 . 30元，0号柴油每升
下调0 . 2 9 元。调整后我省汽
油、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
每吨分别降低360元和345元，92
号 汽 油 每 升 价 格 回 归 至 9 元
以下。
  根据我国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国内油价调整结果
与上一计价周期内的国际原油
走势紧密挂钩。本轮计价周期
内，原油市场出现较大幅度震
荡，整体来看跌多涨少。油价
短期内急速下挫的主要推力来
自市场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
忧加剧。
  调价后，以油箱容量50L的
普通私家车计算，加满一箱92号
汽油将少花14元左右。至此，成
品油年内呈现“十涨三跌”格
局，除海南等地外，国内多地92
号汽油价格将回归至8元-9元
区间。
  7月12日，枣庄市一处加
油站的工作人员在给汽车加油。

山东省镇域发展研究

联席会举行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王晓超 报道
  本报烟台讯 7月8日，山东省镇域发展研究联席会暨烟台科
技学院山东镇域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位于烟台市蓬莱区的烟
台科技学院举行。会上，与会领导嘉宾为山东省镇域发展研究联
席会、烟台科技学院山东镇域发展研究中心揭牌；山东省镇域发
展研究联席会各理事单位表决通过了联席会章程；相关人员对烟
台科技学院山东镇域研究发展中心未来3年的主要工作目标与任
务进行了解读；烟台科技学院与中粮长城葡萄酒(蓬莱)有限公司
签订了校企共建协议。
  近年来，镇域发展出现产业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畅、人口外流、综合功能不完善、城乡一体化融合度不高等问
题，制约了乡镇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烟台科技学院、东营
日报社共同发起成立山东省镇域发展研究联席会，旨在通过联席
会平台，发挥其关注镇域发展动态的重要桥梁作用，整合政府、
高校、科研院所、中小企业，特别是省内新闻媒体等资源，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助力区域、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临沂疫情形势

积极向好总体可控
  □记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王思晴 报道
　　本报临沂7月12日讯 “临沂市疫情形势积极向好，总体可
控。”今天上午，临沂市举行第三十三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
行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7月11日0-24时，临
沂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均为轻型，在集中隔离点发现；新
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4例，其中兰陵县53例、兰山区1例，全部
在集中隔离点发现，以上人员均已规范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观察
治疗。另有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临沂市传染病防控首席专家张晓丽介绍，7月6日以来，临
沂市阳性感染者在连续5天呈现波动性上升后，7月11日病例数
开始下降。当前社会面已实现清零，中高风险地区也没发现新
增阳性感染者，现有新增病例和阳性感染者都来自集中隔离的
重点人员，未发现来源不明阳性感染者，传播链条基本清晰。
临沂在短时间内将疫情控制在了最小传播面，也未造成疫情外
溢。当前，临沂市社会面传播链条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形势稳
定向好。根据奥密克戎传播特点，今后新增阳性感染者将持续
下降。
　　临沂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广江介绍，此次疫情集中隔
离的学生较多。目前，临沂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均已放
假，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活动。待疫情过后，将严格按照
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切实抓好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
工作。

暴雨预警解除 防汛仍不可放松
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未接到险情报告

  □记 者 方垒 
   通讯员 霍德舟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 受副热带高压边
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日傍晚
起，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聊城、
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
潍坊西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出现暴雨，部
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7—9级雷雨
阵风。至12日傍晚，降水强度、雷电和风
力明显减弱，范围减小，省气象台12日16
时解除暴雨黄色、内陆大风蓝色、雷电黄
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
  省水文中心降水数据显示，7月11日8
时至12日1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42 . 2毫米。
各市平均降水量分别为：滨州104 . 2毫米、
济南100 . 2毫米、德州98 . 8毫米、东营81 . 8
毫米、聊城69 . 9毫米、淄博59 . 6毫米，其他
市均在50毫米以下。全省有17个县（市、
区）降水量超过100毫米，49个县（市、
区）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县降水量为
济南商河县139 . 0毫米，最大点降水量为济
南章丘区官营村292 . 5毫米。
  “此次降雨过程强度大、时段相对集
中，且与上次强降雨过程间隔时间短，落
雨区重合度高，防御难度大。”省水利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组织水文专家开展
大中型水库纳雨能力分析，逐水库分析流
域来水，形成“一库一策”调度意见，滚
动监测强降雨区主要河道洪水，指导地方
统筹做好水库预泄及河道拦河闸坝联合调
度，指导各地预泄水量1 . 97亿立方米，留
足防洪库容。强降雨期间，全省先后有11
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均未超设计水
位），一度有952座小水库蓄满溢洪。目
前，南四湖、东平湖及11座超汛限水位大
中型水库正在调洪，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
稳，没有接到险情报告。

  为确保东平湖防洪安全，山东黄河河
务局12日16时启动山东黄河水旱灾害防
御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级各部门，特别
是东平湖管理局按照Ⅳ级应急响应机制，
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做好水情分析预
测，强化工程巡查防守，加强隐患排查
整改。
  受此次降雨影响，我省部分河道出现
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德惠新河乐陵与商河

边界郑店闸河段12日16时30分水位涨至9 . 97
米，超过蓝色预警指标0 . 17米，预计水位
将持续上涨，省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
警，提醒德州、济南、滨州等地加强防
范，及时避险。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白天，鲁南
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
多云间晴；14日至15日鲁南和半岛地区有
雷雨或阵雨。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397 . 3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9 . 7%，较去年同期偏
多24 . 2%；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
344 . 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0 . 8%，较去
年同期偏多108 . 2%。全省大中型水库、南
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76 . 18亿立方米，较
常年同期多蓄42 . 05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
多蓄15 . 10亿立方米。

入汛以来经历3轮强降雨，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30 . 8%

山东今夏降水为啥偏多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顾谦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 7月11日至12日，
我省中北部地区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这已
是入汛以来我省经历的第3轮强降雨过程。
  “七下八上”主汛期尚未到，为什么
今夏雨水这么多？主汛期预判形势如何？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省气候中心相
关专家。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数据，6月以来，
我省已先后经历6月26日—28日、7月5日-6
日、7月11日-12日三次大范围强降水过
程。6月1日以来（截至7月12日18时），全
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30 . 8%，较
去年同期偏多108 . 2%。同时，受降水偏多
影响，湖库增蓄明显，其中全省大中型水
库蓄水量列有蓄水统计资料以来历史同期
最高。
  “6月以来我省降雨明显增多，原因与

副热带高压位置密切相关。”省气候中心高
级工程师王娜介绍，6月中旬以后，副热带
高压明显北抬，且脊线位置南北摆动（脊线
位置是影响雨带位置的关键因素），我省盛
行西南风气流，水汽输送偏强；同时北方冷
空气频繁南下，使得冷暖气团在我省交汇，
降水发生发展的条件较好，降水明显偏多。
  一般情况下，厄尔尼诺事件会导致我
国南方多雨，拉尼娜事件往往会导致北方
多雨。今夏降水较多是否也受拉尼娜事件
影响？
  王娜介绍，2021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温进入拉尼娜状态，目前，拉尼娜现象仍
在持续，春季以来衰减缓慢。预计7—8月，
赤道中东太平洋冷水将短暂衰减，但仍维
持拉尼娜或中性偏冷状态。
  “在多数拉尼娜事件发生后的次年夏
季，东亚夏季风易偏强，副高易偏北，我省

降水偏多的可能性较大。”王娜告诉记者，
但是，我省夏季降水的影响因子复杂，除
了受到拉尼娜事件本身的强度、其冷海温
中心的位置及其在春夏季不同发展演变
趋势的影响，还有其他海域（如印度洋、大
西洋等）海温、高原积雪和北极海冰、大气
季节内振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盛夏（7—8
月）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成左
右，黄河流域山东段、海河流域山东段
降水偏多2—3成，预计有1—2个台风北上
影响山东。王娜介绍，根据当前气象资
料分析，预计7月下旬至8月上旬，我省主
要有3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此外，高温时
段也将主要出现在7月下旬。夏季强对流
天气频繁，公众应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做好相关防护。

青岛光电显示新材料

产业园首个项目投产
  □记者 张忠德 通讯员 李杰 报道
  本报青岛7月12日讯 今天，青岛光电显示新材料产业园研
究院及高端装备项目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正式投产，这也是该产业
园首个投产的项目。
  青岛光电显示新材料产业园是青岛西海岸新区光电显示产
业龙头项目，总投资285亿元，规划建设两期共八个重点项目。
其中，研究院及高端装备项目总投资30亿元，占地89 . 7亩，设
置六个实验室、两个研发中心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聚焦光电
显示、硅碳新材料等半导体高端装备进行研发制造，提速技术
创新、加快成果转化，为产业园后续项目提供成套技术及装备
解决方案。
  “研究院及高端装备项目是芯屏产业上游材料国产化的母机
和基础，既有长久的产业生命力，又有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我
们将不断突破半导体光电装备领域‘卡脖子’技术，推动半导体
光电显示高端装备国产化进程，为维护国家产业链安全、引领青
岛电子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研究院及高端装备
项目负责人王艳辉介绍。
  截至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半导体及光电显示产业链规模以
上企业达到30家，2021年实现产值413亿元；推进重点项目30余
个，总投资千亿元，千亿级芯屏产业集群雏形初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