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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本报烟台4月6日讯(通
讯员 范长花 孟大秋
记者 张琪) 6日上午，一
渔船在营口港西南10海里
处翻扣，船上7人失踪。截
至当日12时45分，交通运输
部北海救助局在渔船船底
开洞救出1人。目前，对其
余6名失踪人员的搜救行
动仍在进行中。

当日上午7时45分，交
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接到
辽宁海上搜救中心转来的
求救信息：渔船“辽盘渔

35077”在营口港西南10海
里处翻扣，船上7人失踪，
请求救助。

接报后，交通运输部
北海救助局立即派遣大连
基地应急反应救助队前往
救助。为节省宝贵的救助时
间，指令大连基地应急反应
救助队先将3名队员及救助
设备送至大连机场，由交通
运输部北海救助飞行队直
升机B- 7 3 1 3将其送往现
场。其他队员乘救助抢险
车从陆路赶赴现场。

应急队员于当日10时
55分飞抵现场后，确认遇
险船内有幸存者，遂立即
协调两艘渔船将遇险船绑
扎固定以稳定其浮态。鉴
于情况紧急，应急队员决
定立即在遇险船船底开洞
救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紧张救助，应急队员于当
日12时45分成功将翻扣船
内唯一一名幸存渔民救
出。截至记者发稿时，该获
救渔民仍神志不清，已被
快艇送岸接受医治。

本报青岛4月6日讯(记者 杨
传忠 孟艳) 6日上午，意在打造
现代综合航运企业总部基地的国
际航运中心大厦奠基仪式在青岛
中央商务区举行。这座由山东海
洋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新地标，
主楼设计高达2 4 9 . 9 5米，将于
2015年底建成投入使用。它的建
设对于提升我省海运物流产业软
实力，改变我省“港强航弱”的尴

尬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航运中心大厦项目位于

青岛连云港路和敦化路交叉口东
南角，由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海洋发展有
限公司承建。大厦主楼设计高度
249 . 95米，建筑面积16 . 06万平方
米，建筑方案犹如“定海神针”，计划
于2015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山东海投、山东海运董事长

包剑英告诉记者，国际航运中心
大厦建成后，将承载与航运相关
的政府服务、市场交易、信息交
流、金融保险、展览展示、教育培
训、人才交流等七大功能，打造现
代综合航运企业总部基地，吸引
国内国际综合航运企业总部或者
地区总部落户。

“山东是海洋大省，但一直呈
现‘港强航弱’的尴尬局面，这一

直是我省蓝色经济发展中的一个
‘隐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就是
希望筑巢引凤，成为服务于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和发展航运总
部经济的重要载体。”包剑英表示。

通过集聚航运相关产业及省
内航运资源，国际航运中心大厦
将搭建起海洋运输物流综合服务
平台，提供全覆盖、多业态航运业
服务，逐步形成一个成熟的航运

产业集聚体，带动我省航运上下
游产业链发展，全面提升山东航
运业整体发展水平。据了解，我省
于2010年10月同时揭牌成立了山
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和山东海运
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航运中心大
厦建成后，山东海运将成为首批
入驻的单位。“十二五”末，山东海
运自有运力将达400万吨，成为全
国区域性海运企业的龙头。

国际航运中心大厦青岛奠基
将打造成我省航运企业基地，提升海运物流产业软实力

辽宁渔船遇险，北海救助局施救

渔船翻扣七人失踪
船底开洞救出一人

大大明明湖湖种种荷荷花花重重塑塑““别别样样红红””
省省城城引引进进白白云云湖湖野野生生莲莲藕藕品品种种擦擦亮亮市市花花名名片片

▲4月6日，济南大明湖，来自章丘白云湖的种藕高手在湖内种植从白云湖运来的野生莲藕。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济南4月6日讯 （记者

王光营） 提起泉城济南，很多

人都会想起“四面荷花三面柳”，

这其中包含了济南的市花荷花和

市树柳树。近几年，省城成片的荷

花不多见了，大明湖里的荷花长

势也有些衰落。为此，济南市园林

局在大明湖扩大荷田面积，增加

荷花品种，擦亮泉城的荷花名片。

“为了恢复荷花景观，景区从
白云湖引进了10个野生荷花品
种。”6日上午，记者在大明湖老区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野生莲藕

运到湖边栽种。据悉，为了恢复大
明湖的荷花景观，保证荷花的生
长条件，济南市园林部门专门成
立了荷花复壮及引种课题小组。

据介绍，针对影响荷花生长
的不利因素，景区计划从防浪、补
土、施肥三个方面进行荷田复壮
工作。对受风浪影响较大的荷田，
在现有围网的基础上增加一层防
浪网，以便减轻风浪对幼嫩荷苗
的影响。荷花发芽前，维修围网并
将荷田内的食草性鱼类全部驱
赶，保证荷花的生长。

“景区每年将对荷田填土20

厘米，以此降低水位，提高水温。”
马小琳表示，对荷田补土降低水
位，便于阳光照射提高水温，再通
过施肥增加荷田肥力，促进荷花
生长。另外，大明湖景区将在现有
14处荷田、4个荷花品种的基础
上，在具备荷花生长条件的区域
增加荷田面积7500平方米。同时
计划增加白云湖红莲、太白莲、太
空莲等荷花品种，进一步提高景
区荷花的观赏性。

此外，盆栽荷花一直是大明
湖景区的特色，今年景区将根据
现有的场地养植荷花、碗莲、水生

植物1000盆。在大明湖沿岸摆放，
有利于解决水温和土壤的难题。

“这次荷花复壮及引种既是一
个课题，也是一次实验，将会长期
持续下去。”对此，济南市园林局局
长韩永军表示，大明湖将打造“四
面荷花三面柳”的景观。荷花复壮
及引种课题成功后，济南市园林部
门将在省城适宜的水域扩大荷花
栽种面积，同时还会增加市树柳树
的数量。此外，还将挖掘荷文化，为
每年7、8月份大明湖举办的荷花艺
术节增加文化氛围，使其成为泉城
的一张名片。

水温降低泥土流失

大明湖荷花挺受伤

“记得以前荷花占满了大半
个湖面，现在水质好了，荷花长
势怎么却不如以往了？”去大明
湖游玩，不少游客都会特意来看
看大明湖的荷花。但如今，大明
湖荷花的长势却不喜人，每年花
期都要推迟，花色也不是特别鲜
艳。

“荷花长得不好，主要原因
在于水温低和泥土肥力流失严
重。”对此，济南市园林局大明湖
风景区管理处园容科工作人员
马小琳表示。据介绍，大明湖现有
14处、6万平方米荷田。荷花是喜
高温、高热和高湿的花卉，一般7

月开始盛开。大明湖是众泉汇流
成的景观湖，原来大明湖内的水
只来自珍珠泉，扩建完成后，四大
泉群的泉水都流进了大明湖，泉
水增多，湖内水温有所降低，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荷花的生长。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也说
明了荷花在淤泥中才能长得旺
盛。”马小琳表示，护城河通航
后，进入大明湖的游船增多，再
加上自然风的影响，对湖水的扰
动较大，造成了水底泥土流失，
荷花失去了生长的基础。

另外，很多市民来大明湖放
生，鱼虾、鸭子越来越多，对荷花
幼苗、嫩茎的啄食现象增加，这
也会对荷花产生一定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根据大明湖的
史料记载，1987年全国首届荷花
艺术展在大明湖举行时，有200

个来自全国的知名荷花品种云
集大明湖。此后大明湖缸植荷花
品种一度达到200多个，但后来
由于诸多原因导致荷花品种逐
渐缺失，数量也减至一两千盆。

为此，在济南市两会上，曾
有多名代表委员专门提出过相
关建议。济南市政协委员齐元富
在2010年就提出，省城应该擦亮
荷花名片，加大城区水域内荷花
种植面积，同时通过举办荷花节
等，让济南荷花走出泉城。

本报记者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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