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责任担当写在绿水青山间
——— “齐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侧记

  □ 本报记者 张文婷
    实 习 生 冯赏尧

  3 月11 日，植树节来临之际，2023 年
“齐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济南
举行，“齐鲁最美自然守护者”集体亮
相，分享他们忠于职守、勇于进取的奋斗
故事。
  “我只是干好了一件事，那就是种
树。”在林业生产一线，聊城市茌平区国
有广平林场党支部书记王吉贵已经坚守了
40 余年。爱种树、会种树的王吉贵，主
动挑起了林场生态修复和推进金牛湖国家
湿地公园建设的重担。为了保住珍贵的鸟
类栖息地，他多方奔走，终于让拟穿林而
过的道路南移。寒来暑往，从育苗造林，
到发展枣林 4 万多亩，再到守护林场生
态，他帮助林场职工和当地农民过上了好
日子，也将护林育林变成了一种习惯、一
种热爱。
  锤子、罗盘、放大镜——— 发布现场，

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部
副部长兼生态工程技术所所长、正高级工
程师蒙永辉介绍起地质人的三件法宝。
“在渺无人烟的野外，指引方向、看图、
量产状、采样和观察标本都少不得它
们。”致力生态修复一线18 年，蒙永辉
的足迹踏遍了齐鲁大地。他带领团队查明
黄河流域山东段3000 多处历史遗留矿山
图斑生态破坏污染情况，为综合施治提供
了有力依据；还带队对全省40000 多个破
损山体逐一开展核查、建档，为生态修复
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一名一线不动产登记人，我有
幸见证了不动产登记的成长与发展。”临
沂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政策法规科副科
长彭莎莎用真心、耐心的服务，换取了多
年的“零差评”。她和同事们一道，化解
了沂蒙老区历史遗留房产办证难题，让
15 万户老区人民拿到了“红本本”，吃
上了“定心丸”。
  “这是我们海边常见的一种海草，学

名鳗草，是山东海草床生态系统中的一种
海 草 种 类。海 草 床 占 海 洋 面 积 不 足
0 . 2% ，但每年可以贡献 10% 的海洋碳
汇。”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党委
专职副书记马元庆，手拿一株鳗草向大家
介绍。坚守海洋环境监测、海洋预警监测
一线，马元庆率团队每年在海上航行超过
10000 海里，采集各类样品数万份，组织
编写各类报告累计超200 万字。依托大数
据，他带领团队创新建立了网格化的海洋
生态环境立体监控网络体系，搭建起全省
海洋生态环境标准化数据库。
  守护自然资源，离不开敢于“亮剑”
的执法者。十多年来，济南市章丘区自然
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综合科科长马红旗共
查处矿产违法案件120 余起，违法案件查
处率、结案率均达 100% 。随时出击查
处，日夜颠倒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尽
管辛苦，他却说：“打击非法采矿，保护
矿产资源和生态文明建设没有终点，只有
起点。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和我的同事

们要继续敢于碰硬，为推动自然资源事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此外，还有行走于济南大大小小的泉
水池畔、荒沟野坡，为千眼甘泉保驾护航
的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济南泉水保护团
队；主动住进大山，巡山护林38 年的淄
博市鲁山林场护林员薛希亭；被誉为“行
走崂山的活地图”，用不到三年时间就摸
清了当地自然资源家底的青岛市崂山区自
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钟华；
守牢耕地红线，让西庞村连续十余年违法
占用耕地“零发生”的东营市东营区牛庄
镇东庞社区党委副书记庞增华；以科学力
量，用心用情守护鸟儿的山东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副主任王安
东……齐鲁最美自然守护者，是绿水青山
的守护者，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他们用
实际行动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以“永远在
路上”的坚定信念，守护好身边的每一片
碧绿、每一方蔚蓝，奋力谱写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新华章。

二月二龙抬头，提振昂扬精气神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民俗活动，乡村文化旅游节再掀高潮

  □ 本 报 记 者 唐晓宁 张 蓓
          杨淑栋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于 龙 刘瀚允

  “快看，‘龙头蜈蚣’飞起来了！”
3 月 11 日，农历二月初二，“龙点睛
龙抬头”系列活动在潍坊浮烟山国际风
筝放飞场拉开帷幕。现场一只长99 米
的金色龙头蜈蚣风筝最引人瞩目，“它
由我们 6 名风筝艺人历时 66 天创作完
成，龙身腰片共56 节，象征56 个民族
大团结。”潍坊风筝代表性传承人王永
训说。
  在王永训熟练的操控下，金龙扶摇
直上，龙嘴吐出彩烟，“龙腾盛世国泰
民安”的条幅缓缓落下。其后，另外
20 只龙头蜈蚣风筝也放飞腾空，现场
观众争相拍下这一画面。
  2024 春节山东乡村文化旅游节期
间，非遗民俗展演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

新活力。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今年2 月 2 日至3 月 11 日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非遗传
承实践活动648 项，年货大集、灯彩庙
会、沉浸式体验等各类活动 424 7 场
次，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二月二”这一天，我省青岛、烟
台、潍坊、临沂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舞
龙巡游、风筝放飞、秧歌戏曲等民俗活
动，将接近尾声的 2024 春节山东乡村
文化旅游节再掀一个高潮。
  3 月11 日，巨野县二月二龙抬头民
俗文化展演暨“文明实践我行动”公益
市集，在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前王庄村热
闹开市。
  15 时许，活动在村民自编自演的
舞龙表演中拉开序幕。山东琴书、二郎
拳武术、大秧歌、鲁西南鼓吹乐等传统
民俗表演轮番上演，与此同时，在村内
各个角落，村民们自发组织，以秧歌、

戏曲等多种表演形式，让游客感受传统
民俗文化的魅力。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前王庄古寨，恰
逢‘二月二’，感觉十分幸运。”游客白纪
璇，在这里亲身体验了传统的非遗文化
剪纸，以及巨野工笔牡丹画创作，“下一
次，我要带着亲朋好友前来，感受传统古
村落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二月二”这一天，逛庙会、赏民
俗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
  当日，邹城市峄山风景区二月二古
庙会上人山人海。庙会进入第三天，客
流量达50 万人次。“庙会期间，我们
除了组织舞龙舞狮、汉服巡游之外，还
有古彩戏法和碗乐表演。”峄山风景区
工作人员王维娟介绍，“葫芦烙画、米
上刻字、剪纸、吹糖人等非遗展演也很
受游客欢迎。”
  在淄博市周村古商城景区，是另一
番热闹景象。“二月初二 龙游古城”

主题活动在这里上演。伴随着铿锵有力
的音乐，舞龙表演在景区中心广场精彩
亮相。活动现场，还邀请了书法家、画
家进行书法和画扇表演，还有传统手艺
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制作。为了增
强活动的趣味性，景区还安排了游客互
动环节，提高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立足特色文化，展现地域风采。在
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一场春龙节庆祝
仪式隆重举行。“龙居镇位于黄河尾
闾，我们选取‘稻、黍、稷、麦、菽’
五种粮食，取黄河之水灌溉，寓意‘黄
河水润五谷丰’。”龙居镇党委书记隋
海伟说。
  莱州市“海上渔歌——— 百鸟朝凤”
美德健康生活展演活动，同样展现了浓
浓的地方风味。在莱州市金仓街道仓东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13 支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齐参与，500 余人
奏渔鼓扭秧歌，传递浓浓渔家风情。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1 日讯 今天下午，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视
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电
视电话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春季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副省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当前正处于春季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期，必须树牢
“防是前提、控是关键、救是保底”理念，强化火源管控、隐患整
治、宣传教育，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严防发生过
夜火、严防小火酿成大灾。要压紧压实责任，尽心尽力尽责，做到
防护人员、应急装备、基础设施、值班值守到位，确保全省森林草
原防灭火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切实维护好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记者 张文婷 实习生 冯赏尧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1 日讯 今晚，由省委宣传部、省自然资源厅、
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3 年“齐鲁最美自然守护
者”发布仪式举行。副省长范波出席仪式。
  10 个“齐鲁最美自然守护者”分别是：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
研究院党委专职副书记马元庆、济南市章丘区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
队综合科科长马红旗、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副
主任王安东、聊城市茌平区国有广平林场党支部书记王吉贵、东营市
东营区牛庄镇东庞社区党委副书记庞增华、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管
理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钟华、临沂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政策法规
科副科长彭莎莎、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部副部长兼
生态工程技术所所长蒙永辉、淄博市鲁山林场护林员薛希亭、山东省
地矿工程勘察院济南泉水保护团队。他们的事迹激励全省自然资源工
作者接续奋斗，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齐鲁最美

自然守护者”发布

企业搭桥引荐，政府出马招引，临沭县打好“亲情招商牌”

一个返乡企业家引来五个“老友”

　　□ 本 报 记 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陈秀焘 陈晓婷

　　近日，在山东高特威尔高端晶振智能
制造总部基地项目生产车间，企业自主研
发的全系列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
生产线产出的高基频晶振主要用于人工智
能、 5G 通信等领域。该企业自主研发的
高频HTCC 电子陶瓷器件、晶振智能装
备，可以独立提供全系列晶体产品和生产
装备；同时，还自主研发了磁控溅射镀膜
机、离子刻蚀微调机等国内首台套设
备……这样一家在行业内领先的高新技术

企业，为何会落户临沭这个以农业为主的
县城？这个过程中，临沭籍企业家刘红亮
出力不小。
　　 2011 年，临沭县谋求产业结构调
整，规划建设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区，刘红
亮创办的临沂中讯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为第一家进驻园区的企业。“我以前
一直在南方从事与晶振相关的工作，回乡
创业之后，临沭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很多关
心和支持，所以产业园区建成时，我们第
一时间决定将企业搬到这里。”刘红亮
说，“现在，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规
模越做越大。”
　　独木不成林。加快企业发展之余，刘
红亮借助“老朋友”的身份，不断向其他
企业推介临沭，山东高特威尔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为将山东高特威尔高端晶振智能制造

总部基地项目招引过来，刘红亮利用个人
关系，率先抛出了橄榄枝。“我和高特威
尔的负责人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他对临
沭的招商政策比较关注，当我提出投资临
沭时，他非常感兴趣。”刘红亮介绍，通
过为企业搭桥引荐，与政府携手招商的方
式，他共帮助招引了包括高特威尔在内的
五家企业落户临沭。
　　“近年来，公司有延长产业链、自主
生产晶振的计划。”山东高特威尔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志前介绍，“我们
也在不断选取合适的投资地点，临沭是由
合作多年的朋友推荐的，我们比较放心，
而且临沭政府招商的态度非常真诚，当地
的环境也很适合我们开展生产研发工
作。”
　　虽然，政企双方都有合作的意向，但
项目从谈成到落地投产，也经历了几番曲

折。 2022 年8月，与企业建立联系后，临
沭县领导以及临沭街道、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区等工作人员，先后十余次赴河北、浙
江等地考察、洽谈，最终成功招引总投资
15 亿元的山东高特威尔高端晶振智能制
造总部基地项目。
　　“根据《临沂市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
施》，我们按照不同项目的不同特点，一
事一议，因需施策，精准满足企业、项目
需求，让企业来到临沭发展没有后顾之
忧。”临沭县副县长苗壮说。
　　“来到临沭之后，通过与当地公司合
作，我们企业现在具备了自主研发、量产
晶振的能力。研发制造出的晶振生产关键
设备，让生产晶振的成本相较于国外进口
设备下降了一半，同时，经过技术创新，
产能提升了三倍。”汪志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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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客户户端端专专题题报报道道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姜方梅 报道
  本报青岛3月11 日讯 今天，上合示范区举行“五大新城”春
季项目集中签约暨如意湖总部基地启用仪式。活动现场，总投资超
400 亿元的36个重大项目签约，涵盖物流贸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
  胶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五大新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李洋静介绍，此次签约的项目契合上合示范区“五大新城”
建设需要，既有央企国企等头部企业加入，也含有丰富的上合元素，
将进一步夯实上合示范区产业优势，丰富产业业态。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将在上合枢纽港新城建设中国物流央地
合作园项目，设立上合中欧班列及多式联运运营中心、国家综合应
急物流保障中心等。“上合枢纽港新城正在成为上合组织国家间互
联互通的重要枢纽，上合示范区‘海陆空铁’四港联动的物流优势
和资源链接集聚能力，能够进一步壮大企业国际贸易板块，开拓上
合组织国家新兴市场。”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地区公司总经
理慈玉君说。
  随着上合示范区加速起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伙人”选择与
上合示范区携手拓展全球市场。此次签约项目中，俄罗斯Passion 集
团将在卡奥斯新城建设总部基地和全球研发中心，借助卡奥斯工业
互联网，为全球化采购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吉尔吉斯斯坦安塔雷斯
石油公司将在上合示范区设立投资总部，深挖中吉两国能源领域合
作潜力。
  当日，上合示范区如意湖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山东高速青岛发展
有限公司、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斯维登集团、上合控股
集团等首批企业签约入驻。上合示范区党工委委员、上合控股集团董
事长逯卫表示：“我们将通过招引优质企业资源，集聚金融、贸易、
商务等多元业态，将如意湖总部基地打造为胶州湾畔新地标、对外开
放新引擎。”

上合示范区36个

重大项目签约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徐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下雨天可以到“兖新苑”新就业群体服务站充电、
接开水、读书；夏天或冬天，工会等部门送来冰袖、手套、耳暖等劳
保用品；春节前赠送苹果、春联等过年礼物……这些来自党委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关爱，让济宁市兖州区申通快递的快递小哥赵先民倍感温
暖，也帮助他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快递工作中。
  为关爱快递小哥，济宁市坚持党建引领，建设快递小哥服务阵
地，累计投资1000 余万元，打造快递行业党建活动阵地14 个；全市
所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红帆驿站”等公共服务场所，设置
“快递驿站”等，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饮水、充电、歇脚等服
务；积极引导优秀快递员向党组织靠拢，目前，济宁共有快递员5500
余名，其中流动党员 110 名， 139 名快递小哥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
子，发展党员15名。
  济宁市积极组织“暖”新行动，开展各类关心关爱快递小哥活
动，覆盖8000 余人次。优化快递小哥保险参保缴费等环节，为2700
多名快递小哥优先缴纳工伤保险，参保率全省第一。济宁市、泗水县
分别成立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为快递小哥提供大病救助、急
难临时救助等帮助。

济宁“暖”新活动

关爱快递小哥

  图①： 3 月11日，农历二月初二，“龙点睛 龙抬头”系列活动在潍坊浮烟山国际风筝放飞场拉开帷幕。（□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陆金星 报道） 图②： 3 月11
日，市民在淄博市高青县一公园里参加“二月二”舞龙活动。（□新华社发） 图③： 3 月 11 日，郯城县郯城街道官塘幼儿园的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二月二”民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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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方垒 实习生 曲丛林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水利厅近日公布2023 年度水资源集约节约示范
县名单，全省共有10个县（市、区）上榜。
  我省水资源集约节约示范县创建工作于2023 年启动。在各市推
荐申报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复核和公示，平阴县、青岛市城阳
区、淄博市淄川区、滕州市、烟台市蓬莱区、济宁市兖州区、新泰
市、临邑县、阳谷县、巨野县被认定为2023 年度水资源集约节约示
范县。
  开展水资源集约节约示范县工作，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四水四
定”原则，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
用水平。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省已创建节
水型社会达标县132 个，居全国首位。下一步，省水利厅将继续加大
示范县创建力度，每年评选10 个示范县（市、区），进一步推进水
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

我省公布首批

水资源集约节约示范县
10 个县（市、区）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