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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袁进 王琴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容纳1500
人办公、生产，三年内将实现产值20亿
元。”近日，在任城区二季度重大项目现场
推进会上，山东恒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明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项目将
重点打造以推土机、中大型挖掘机为主要
产品的智能绿色制造基地，确保年底前一
期建成投产。

作为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国
际贸易、电子商务、物流运输为一体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恒旺集团注重产品研
发创新和产业模式创新，获得100余项专
利和版权。同时，设立海外分公司3个、
海外仓5个、海外办事处12个，产品销往
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恒旺工程机械绿色智能制造基地，只
是任城区重点产业项目之一。今年，任城
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22个在库项目
完成投资73亿元，本次集中开工的鑫立
诺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尚龙·智能科
技城、运河国际农产品物流中心等18个
项目，总投资59.66亿元，涵盖高端装备、
新能源、仓储物流、医养健康等多个领域。

在龙拱港铁路专用线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进行装卸站硬化面的浇
筑。该项目是提升任城区多式联运能级
的关键项目，包括龙拱港站改扩建、龙拱
港站——安居装卸站区间正线建设、安
居装卸站建设、配套设施建设四部分。

“新建线路正线长9.37公里，配套建设
给排水、通信、信号、信息、电气、电力、房屋
建筑等设施。目前，安居站完成硬化面浇
筑4万余平方米，完成占比40%以上；完成
龙门吊走行轨浇筑1500米，占比60%以
上；完成铁路轨道铺设1500米。”济宁港航
龙拱港工程管理部工程科员张谷浩介绍。

目前，龙拱港站信号、电力、电务、接
触网专业及附属排水设施均完成70%以
上。区间线桩基、承台、墩柱全部完成；
105、327国道两座系杆拱桥建设正有序
推进，为6月份建成通车做好准备。

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任城区
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围绕传
统产业提升、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
育，全力全速推进重点在谈项目快签约、
快落地，全力解决土地、审批、能评等各方
面的问题，切实为项目提供从立项到竣工
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着力为高质量发
展蓄势赋能。

18个项目！总投资59.66亿元！

任城区二季度重大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本报记者 鲍童

在不少男孩心中，最开始都有一个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江湖的豪侠之梦。

风光到处宜携酒，英雄美酒已备齐。这
里就是不少人江湖梦开始的地方——水泊
梁山风景区。

曾经，这里有八百里水泊，盛下了许许
多多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一部《水浒传》开
启了传唱至今的忠义之歌。如今，这里已成
为多少人心中的“江湖圣地”，每年都吸引着
中外游人来此圆梦。

水泊梁山风景区位于济宁市西北最远
的梁山县境内，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
传》故事的发祥地。北宋末年，宋江等广招
天下英雄豪杰啸聚梁山，凭借水泊天险，演
绎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明代文
学巨匠施耐庵演绎史迹、网罗旧闻，写下惊
世巨著《水浒传》，遂使水泊梁山名扬天下。

作为全国唯一一处以农民起义遗址为
主题的旅游景区，水泊梁山风景区雄踞于鲁
西南平原之上，总面积4.6平方公里，由四主
峰、七支脉组成，海拔197.9米。梁山景点景
观独特，横亘绵延，铺绿叠翠，水浒古建筑大
气磅礴，徜徉其间，令人震撼神怡。虽历经八
百多年的风雨沧桑，英雄好汉的踪迹仍历历
在目：梁山寨门、断金亭、黑风口、忠义堂等景
点构筑了梁山大寨的雄姿；梁山寨墙、扭头
门、宋江井、疏财台、试刀石等遗迹诉说着英
雄的故事；左寨七英、双雄镇关、林冲雪夜上
梁山等巨型石雕再现了当年好汉的风姿；梁
山泊水寨芦苇丛生、禽飞鱼跃、生态和谐，再
现了当年八百里水泊烟波浩渺的水泊遗风；
号令台和石碣文台等系列水浒核心景点，造
型古朴、粗犷豪迈、气势恢宏，充分体现了水
浒精神和梁山个性。舒同、赵朴初、沙孟海、
海灯法师等艺术大师和各界名人先后来梁，
留下大量墨宝。著名学者、书画大师范曾先

生，写下了鸿篇雄文《水泊梁山记》。
令旗飞舞、骏马雄风，一场气势恢宏的

《好汉迎宾》，展现了“宋江”大哥带领众英雄
好汉，出城迎接四海宾朋的场面，威风凛凛的
关胜大刀，敏捷轻灵的燕青拳，虎虎生威的林
冲枪，让游客有一种穿越时光与好汉操练一
番的感觉；大型水浒舞台剧《忠义梁山泊》，再
现《水浒传》中主要人物经典故事、大聚义情
节，满足游客“穿越千年 梦回水浒”的情怀，
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梁山好汉的豪情壮志；

“一曲好汉歌，是扬琴弹奏，是莲花落说唱，还
是碗乐敲奏……”不论你喜欢哪一种非遗传
统演奏方式，老艺人们快乐的音乐荡漾于青
山绿水间，在弦歌不辍、思接千载的传承中，
传统技艺的芬芳愈加醇厚。

当然，在梁山景区的惊喜还远不止于
此。

梁山武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武术的四大
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的传统尚武之风，造

就了水泊梁山流派林立、拳种众多、风格独
具的武林特色。游览景区，可以饱览潇洒的
林冲枪、威武的智深禅杖、灵动的扈三娘鞭、
刚猛的李逵斧、飘逸的武松双刀，让游客感
受水浒武术神韵；依托深厚的水浒文化资源
优势，景区还深度挖掘水浒文化内涵，编排
推出了“杨志卖刀”“好汉敬酒”等一系列水
浒情景剧，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带有浓郁
水浒民俗文化特色的山东快书、莲花落、鱼
鼓、碗乐等活动，还有游客参与性强的敲平
安鼓、练武、射箭、骑马等一系列活动，使游
人流连忘返，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游览尽
兴，还可品尝一下“水浒宴”“好汉聚义餐”

“兄弟同心宴”等特色佳宴，感受水浒文化大
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忠义豪情。

“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湛
湛水泊，承载了千年悠悠古韵；巍巍梁山，见
证了飒岁勃勃新意。梁山好汉向四海宾朋发
出邀请，和众英雄好汉畅游大美梁山，可好？

来梁山，圆一场快意江湖梦

■本报通讯员 裴浩宇

新型职业农民是振兴乡村、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要主体，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济宁高新区积极落
实省、市政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
工作，让更多“田秀才”“土专家”脱颖而出，
推动农民由“身份”到“职业”转型，为乡村振
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原来评高级职称的都是本科生、研究
生，想不到咱这种地的老农民还能评上职称。”
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台庄村村民刘玉志提起
评上高级职称这件事，依然乐得合不拢嘴。
2023年初，刘玉志因获得“齐鲁乡村之星”称
号，通过新型职业农民“绿色通道”政策，直接
获评新型职业农民副高级职称。

据了解，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打破常
规职称评审中的学历、身份、户籍等限制性
条件，将参评农民的技术水平、产业规模、带
动效益、科技推广应用等作为主要的评审依
据，解决了多年从事农业生产无职称人员申
报职称问题，进一步畅通了申报评审渠道。

为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2023年，济
宁高新区人力资源部印发《济宁高新区关于
进一步支持取得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
的措施》，在项目评选、金融扶持、税费减免、
用地用电保障、学习培训、智力支撑等方面
对取得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予以全链条支
持。“听了专家讲的这堂课，以后怎么经营咱
的合作社我心里更有底了，原来都是自己闭
着眼睛摸索，听了课才知道还有这么些道
道。”一位新型职业农民听了免费农业生产
经营者培训课后说道。

强化新型职业农民示范引领作用，通过
职业身份和技术职称的“加持”，取得职称的
新型职业农民率先运用先进农业生产经营
理念、方法和措施，积极向周边群众传授推
广农业科技，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切实
发挥了“领头雁”作用。

农民高级农艺师刘玉志，带领村民入股
成立益农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建成了集休
闲、观光、采摘、餐饮于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
基地，年可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年产值过千
万元，带动附近村民就业100余人，村民人均

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济宁红蕾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民农艺师黄洪雷，通过
大力发展甘薯规模化种植，一年供应地瓜种
苗4000多万株，带动合作社周边农民150
户，增加农民收入180万元。农民高级农艺
师王长立流转400余亩土地，创办了业庄草
莓采摘园，发展特色种植，每年可提供100多

个工作机会，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家门
口就业，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了1.5倍。

下一步，济宁高新区将不断完善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扶持措施，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
设，引领农业转型发展，为深入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全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济宁高新区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锻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本报济宁讯（记者 胡碧源）5月1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
组织召开济宁市特色道德建设品牌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11场），介绍“诚信金乡”道德建设品牌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金乡县坚持把诚信建
设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城市精神、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
要抓手，积极推进诚信文化、诚信理念、诚信制度与经济社会
各方面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诚信金乡”道德品牌。工作
中，该县以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参与感、获得感和体验感为目
标导向，将诚信积分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切入口，构建
全民授信体系，对全县符合条件的群众、新型农业主体等进
行信用评分和授信；依托市金融信用服务平台，推动8166家
企业、个体工商户通过平台签订信用信息授权协议。全面推
行行政审批“绿色通道”“信用承诺”制度。创新制定《农村居
民信用管理办法》，自2023年起在全县开展信用积分超市试
点工作。建立机关干部个人信用档案，实行缺信、失信责任
追究制和考核奖惩制，并在全县推行党员量化积分管理。同
时，该县坚持以“诚信”为品牌，大力扶持推动图书馆、展览
馆、乡镇公益文化服务中心等文化公益服务场所建设。将选
树诚信人物和道德典型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有效抓手，扎实开展各单位、各行业、各公共场所学习践
行诚信行为规范活动，积极挖掘诚信企业、诚信品牌和行业
中的诚信人物、诚信集体。

此外，该县不断加强宣传策划，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
视、网络四大宣传平台，常态化开设“身边榜样”“诚信金乡”
栏目；利用“今日金乡”“微金乡”“文明金乡”等微信公众平
台，定期发布诚信模范事迹等信息。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
工具适当位置悬挂张贴诚信建设公益广告；组建以诚信之
星、道德模范等200余名先模代表为成员的“诚信金乡志愿
宣讲团”，广泛开展各类诚实守信主题宣讲。依托金乡县诚
信文化研究中心，广泛开展“诚信金乡”建设活动，开设期刊
《诚信画报》《诚信文艺》，创作完成琴书剧本《范式退婚》等，
创作歌曲、大型历史剧、少儿京剧、情景剧等多形式文艺作品
《鸡黍之约》30余部。

金乡县

持续深化诚信建设
着力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微山讯（记者 杜文闻）5月16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在微山县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山东省出台《山东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条例》，是全国首部陆海统筹的省级生物多样性保
护条例。完成了《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办法》第四次修正，野生动植物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度体系
逐渐完备。连续三年开展全省重点河湖水生态调查，启动野
外长期调查监测样地建设，初步构建了覆盖全省136个县域，
涵盖森林、草地、海洋等7种样地类型的生态质量样地监测体
系，布设样地527个。全面总结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发布《黄河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白皮书。此外，山东省连续4年采取一个主场、16市同步开展
的方式，组织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系列宣传活动。目前，山东省
共建设生态文学创作基地2个，建设生物多样性养护观测站
19个。

近年来，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和全球极危物
种青头潜鸭在济宁大量繁衍生息。目前，我市拥有高等植物
355种、陆生脊椎动物404种，其中，国家二级以上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0种、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50种。2023年相比2015年，我市PM2.5年均
浓度下降44.9%，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13.4个百分点，28个国
省控断面、34条入湖河流、南水北调干线水质优良率全部达到
100%，南四湖水质连续20年改善。累计完成湿地保护修复
20.37万亩，全市湿地面积达260万亩。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示
范创建，累计创成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省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6个、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3个。

微山县境内微山湖面积1266平方公里，是我国北方最大
的淡水湖，有鸟类294种、鱼类78种、经济作物74种。完善南
四湖流域综合治理体系，全域统筹推进“五水共治”。在全国
率先建立边界河湖治理“五联”机制，在全省率先落实南四湖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退渔还湖、稻田退水、增殖放流
等工程，累计退出养殖池塘18万亩、释放湖泊水面40余万亩，
完成稻田退水4.6万亩，放流优质苗种4.4亿余尾。微山湖湿
地有大鸨、大天鹅、白枕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6
种。依托微山湖湿地，以开展实地体验、科普教育活动，增强
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为目标，建设全省首家生物
多样性体验地。

多措并举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近年来，兖州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激发创新活力为主线，以双招双引为驱动，科技工作蓬勃发展，科技创新
逐渐成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强劲动力。图为太阳纸业运用高新
技术发展生物质新材料产业特色文化纸生产车间。 ■记者 刘建新 摄

根据评审政策，申请新型职业农民职
称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现代农业技术，实
践经验丰富，推广、示范、带动能力强，生
产经营或指导服务达到一定的产业规模
和经济效益。取得职业农民初级职称 3
年以上可申报中级职称，取得中级职称4
年以上可申报高级职称。对于确有真才
实学、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员，开辟了
职称评定“绿色通道”，获得国家、省、市农
牧渔业相关奖项、“劳动模范”“齐鲁乡村
之星”等称号的人员可破格申报中级、高
级职称。

截至目前，济宁高新区取得职称的新
型职业农民中，累计创建国家级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1家、省级示范社4家、市级示范
社1家、区级示范社2家，3人获评“齐鲁乡
村之星”。向取得职称新型职业农民累计
发放惠农贷 508 万元，发放耕地地力补
贴、一次性种粮补贴、保费补贴等各类补
贴6.2万元。35人次新型职业农民享受各
类免费农业技术培训，实现取得职称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全覆盖。邀请农业专家对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上门
技术指导12次。

科技赋能，共享美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在“诗与远方”里
壮大幸福产业

科技领航科技领航高质量发高质量发展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