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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山东济宁嘉祥县是个石
雕产业之乡，石材开采一度成
为全县支柱产业。但同时，由
于乱采滥伐，山体破坏严重。

名字取自“嘉美祥瑞”之
意的嘉祥县，何以“嘉美”？10
多年来，从矿山乱采滥伐到按
下停止键，从抓封山禁采到生
态立县，嘉祥县探索出一条山
区绿色发展之路。

本报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

者刘博通）日前，中国海警局、农

业农村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亮

剑 2021”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

行动方案，部署各级海警机构、地

方渔政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于 5
月 1 日至 9 月 16 日加强伏季休渔

执法监管，全面维护伏季休渔秩

序，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5 月 1 日起，我国渤海、黄海、

东海和北纬 12 度以北南海将全

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海洋伏

季休渔是我国加强海洋渔业资源

保护、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此次行动将继续

坚决落实伏休管理制度，紧盯在

港渔船监管、重点区域管控、“三

无”渔船清理、涉外渔业整治等重

难点环节，坚持源头预防和打击

整治相结合，综合运用依港管船、

港内巡查、海上巡航和科技监控

等手段，加强在港渔船管理，强化

渔船民宣传教育，加大海上常态

巡逻检查力度，适时集中组织专

项行动，全面排查消除海上安全

隐患。

据了解，中国海警局将与相

关部门密切合作，强化联勤联动，

建立完善信息通报、情报共享、形

势会商和执法协作等机制，深入

开展信息线索摸排，加大各类案

件侦办力度，严厉打击涉渔违法

犯罪活动，形成严打高压态势。广大群众可通过 95110
海上报警电话、（010）59191110 渔政执法举报受理平台

和 110报警电话等渠道及时提供有关信息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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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王浩）《国家节水行

动方案》要求，由水利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节约

用水工作部际协调机制。近日，节约用水工作部际协

调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20 个成员单位将

充分发挥好协调机制作用，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按照既定目标要求，倒排工作进度，逐项压茬推进，确

保落实到位。

各成员单位将协同解决节水工作重大问题，研究

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推动节水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实施；保障部际协调机制顺畅运行，形成齐心协力共抓

节水工作的强大合力。接下来，各单位将加强统筹谋

划、完善法规政策、推进水价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将水

资源刚性约束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加

快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20部门推进国家节水行动

节约用水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建立

从山下远望，被劈开的山体裸露着黄白

色；在山上近看，树木成行、郁郁葱葱——山东

省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钻石山呈现的这两

种景象，对比鲜明。

当地人说，那些断崖仿佛累累伤痕，记录

着嘉祥过度开采矿山的昨天；现在山上的浓浓

绿意，恰恰代表着嘉祥县转型发展的今天。

划定封山育林范围，
拆除石灰窑

黄泛冲积平原边缘，嘉祥县境内，有大小

山头 126 座，探明石灰岩储量 90 亿吨，是全国

石灰岩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受经济利益驱动，人们一窝蜂地

开山采矿，建起大量石灰窑。

夏 纪 军 是 嘉 祥 县 纸 坊 镇 夏 庵 村 村 民 。

2005 年，他办理了采石证，买了一台石子机，找

来 60 多个工人，一天能生产 4000 吨石子，并源

源不断地销往省外一些地区。“市场行情好的

时候，能卖到 28 元一吨。”夏纪军说。

一份影像资料还原了当年的景象：石灰窑

尘土飞扬，加工厂星罗棋布。

“被子一晒全是灰”“不包头巾、不戴口罩

不出门”“能见度不超过 100 米”，说起那些年的

情景，附近的居民们直摇头。

2010 年 3 月，嘉祥县召开十万干部群众誓

师大会，封山禁采全面开展：划定封山育林范

围，拆除石灰窑，关闭所有锯石机、碎石机……

封山禁采，不能让百姓断了收入来源。嘉

祥县注重“堵疏结合”，建立帮扶制度，让矿主、

矿工们走下大山，谋求其他出路。

经过几年的努力，封山禁采取得阶段性胜

利，但盗采时有发生。2013 年，全县开展集中

行动，多部门联合执法，上山巡查、上路稽查、

倒查石材来源，打击回采行为。

嘉祥县境内的大山渐渐归于平静。据统

计，截至 2015 年，嘉祥县累计封山 65 座，关停

石灰窑 97 座，封停锯石机 5000 多部，下山业户

2.1 万余户。

“按下停止键只是第一步，闯出新路才是

关键。”嘉祥县委书记周生宏说。

修复破损山体，一锨
一镐播撒绿意

长期无序粗放式地开采，导致嘉祥县域内

近 2/3 的山体被破坏，特别是南部山区 65 座山

体破损严重。

遭到破坏的山头如何修复成青山？

嘉祥县下了这么几步棋：“谁破坏、谁治

理”，支持开采户开发治理；“谁治理、谁受益”，

鼓励联户承包复绿；引进有实力的公司综合

施治。

夏 纪 军 响 应 政 府 号 召 ，重 返 钻 石 山 ，栽

树 复 绿 。“ 种 树 不 易 ，光 是 回 填 ，就 拉 了 几 十

万 立 方 米 的 土 ！”夏 纪 军 指 向 山 上 的 树 林 ，

“ 之 前 山 上 的 杨 树 所 剩 无 几 ，如 今 已 经 种 了

两万棵。”

嘉祥县制定地质环境治理方案，出台矿山

复绿奖补政策，落实捆绑式包山头责任制，发

动广大干部群众实施“十万干群上山培土育林

工程”，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绿化。

纸坊镇先后投入荒山治理资金 3 亿多元，

引入社会资本 1 亿多元，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

作，先后治理修复破损山体 8820 余亩、复垦耕

地 500 多亩。

10 多年来，当地人一锨一镐播撒绿意，仅

嘉祥县南部山区就封山育林 4.6 万多亩，植树

造林 1000 多万株。

“把生态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县发展

思 路 要 从 封 山 禁 采 向 绿 色 发 展 转 变 。”周 生

宏说。

矿山种上经济林，打造网红打卡地；拉通

交通路，串起各景点；组建文化旅游公司，推动

旅游业发展。 2016 年起，嘉祥县办起了杏花

节，每年迎来十几万游客。

截至目前，嘉祥县武氏祠景区、曾子文化

旅游区等近 20 个重点文化旅游项目相继开工

建设，青山景区等文旅项目已初具规模。

靠着绿色发展，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封

山后，下山业户达 6000 余户，顺利转移就业 5.3
万人，农民人均收入明显增加。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矿山治理前，我们曾试图引进一家电子

厂。可人家来参观后，只提出一点：‘粉尘太

重，运营成本高，不适合在嘉祥落户。’”周生

宏说。

经过 10 多年的治理，情况大大转变。“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嘉祥生根。过

去，主动招商，却招不进来；而今，一批绿色企

业主动来落户。

“不能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落户门槛要

越来越高！”嘉祥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荆培

峰介绍，作为全县经济发展主战场，经开区实

行严格准入政策，实施“四级联审”制度，从园

区自我把关，到专家出具意见，再到县直部门

联审，最后市级评审打分。

经过层层联审，对负面清单类、不符合产

业 政 策 类 、达 不 到 环 保 要 求 类 的 项 目 ，一 律

说不。

前不久，一家生产固体酸的企业找上门。

尽管这家企业有着较高的投入产出比，但经过

层层联审，环保并不达标，经开区果断将其拒

之门外。

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绿色发

展越来越成为嘉祥企业的自觉。

工业污水竟能“产”出洗衣粉？在当地一

家企业，董事长屈莉铭拿起展示瓶，在眼前轻

轻晃了晃：“里面的白色粉末，便是元明粉，是

我们从污水中提取而来。可别小瞧它，这是生

产洗衣粉的重要原材料。”

“我们一天提取约 80 吨元明粉，直接供给

园区内做洗衣粉的厂家。价格实惠，还帮他们

省了一笔成本。”据屈莉铭介绍，公司投资近 3
亿元，用于建设资源化利用项目，处理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含盐尾水、废酸，同时，产出硫酸钠

等副产品，加工后实现商品化。

像这样的企业，在嘉祥县经开区并非个

例 。 理 念 引 领 ，促 进 全 县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2020 年，嘉祥县全力转方式调结构，加速产业

转型升级，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2 家、总数达到

148 家。

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产业更旺，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正是嘉祥所追求的明天。

图①：嘉祥县实施封山禁采后绿意盎然的

山体。

图②：远眺嘉祥县南部山区。

嘉祥县委宣传部供图

山东济宁嘉祥县坚持封山禁采、谋求绿色发展，如今——

树木成行 郁郁葱葱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李 蕊

■美丽中国R

4 月 27 日，三峡大坝与湖北省

宜 昌 市 秭 归 县 的 古 民 居 群 隔 水

相望。

今年一季度，长江中下游流域

降雨量总体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

局地供水紧张。水利、航运、电力等

有关部门优化补水方案，开展补水

调度。目前，三峡水库水位有序消

落至 160 米以内。

自 2020 年 12 月 13 日启动消落

补水调度以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

长江中下游补水超 100 亿立方米，

有效满足了长江中下游用水需求。

郑家裕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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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4月 27日电 （记者程焕）近日，贵州制

定出台了《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

偿办法》，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

格局，切实保障民众人身财产安全，为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提供制度保障。

《补偿办法》明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造成了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时，享有依法取

得政府补偿的权利，包括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

合法养殖的畜禽及其他养殖物造成伤亡，在依法承包

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及其他种植

物造成损毁，合法财产造成损毁，以及经县级以上林业

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情形，可以依法取得补偿。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的，医疗救治费由政府进

行全额补偿，医疗救治期间的误工损失按照所在县上

年度就业人员日平均工资计算，残疾补偿金为上年度

贵州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1 至 10 倍。

《补偿办法》特别指出，对于主动攻击或者故意伤

害陆生野生动物，违规饲喂、挑逗陆生野生动物，非法

狩猎陆生野生动物等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失，政府不承担补偿责任。对于人工繁育、运输的陆生

野生动物逃逸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人工繁育、

运输单位或者个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针对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情况

贵州出台补偿办法

本报海口 4月 27日电 （记者曹文轩）记者日前从

海南省林业局获悉：“十三五”时期，海南持续加大红树

林资源保护修复力度，开展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全面恢

复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功能。5 年间，全省共退塘还

湿 4.4 万亩，其中新造红树林 1.2 万亩。此外，海南进一

步完善湿地保护政策和管理标准体系，推动湿地管理

进入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5 年间建立了 12 个湿地

公园，其中国家级湿地公园 7 个、省级湿地公园 5 个。

“十三五”时期，海南加大对湿地保护和修复力

度，出台《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立法保护湿地，避免

湿地遭到过多人为干扰破坏。此外，海南还印发了《海

南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海南省加强红树林

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理顺湿地保护管理

体制机制，加大保护修复力度，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

物多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海南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南将继续加强红树林和湿地保护修复，建立红树林动

态数据库及监测体系，利用大数据分析做好红树林湿

地的日常保护与管理工作。“十四五”时期，海南计划完

成新增红树林面积 2.6 万亩，修复退化红树林湿地 4.8
万亩。

“十三五”时期

海南新造红树林1.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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