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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座座山山体体被被““啃啃””，，威威胁胁黄黄河河防防洪洪
为保黄河防洪工程体系安全，东平封山禁采复垦土地

呵护母亲河

招募200名志愿者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刘
海鹏） 本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山东黄河河务局共同发起了

“呵护母亲河 人人都是江河卫士”
大型公益活动，保护黄河生态环境，
保护珍贵的水资源。即日起，活动面
向全省征集200名志愿者到黄河沿
线开展公益活动，净化环境劝阻不
文明行为。同时启动“我爱黄河随手
拍”摄影大赛和“我爱黄河大家谈”
征文大赛。

志愿者报名可进入齐鲁晚报
网，点击“今日推荐”栏目“江河卫士
报名”。

“我爱黄河随手拍”摄影大赛参
与者，可以下载“齐鲁壹点”客户端，
用手机号码注册登录后，进入“情报
站”发布图片；也可以发送到邮箱
qlwbgw@163 .com。

“我爱黄河大家谈”征文大赛参
与者，请将稿件发送到邮箱qlwbgw
@163 .com。

150米高的山体，如今只剩下50米

6月19日，记者来到泰安市
东平县银山镇的银山，这座山
曾被确定为黄河的防洪山体
之一，现在更像一处山石开采
场。“这里的山原来老高了，后
来被一点点给削平了，环境也
变差了。”附近村民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银山方
圆一公里范围内不规则的断
面，由中心不断往四周延伸，
每个断面很是平整，仿佛被斧

头劈过一样。在山的西南位
置，2台货车正在装填碎石，山
的东部依稀能听见碎石机正
在敲打石块。“这里的山上以
前都长满树，山体有150来米
高，现在因为山石开采只剩下
五十几米，尚高于黄河大堤，
但 不 禁 采 必 然 形 成 新 的 隐
患。”东平黄河河务局防办副
主任屈克鹏说。

顺着银山往北走1公里左

右是铁山，在铁山的西北角一
台挖掘机在往货车上装载碎
石。紧靠着挖掘机的是一块高
约20米的山体，笔直地竖立在
一旁。“为了复垦土地，必须要
先把已经砸下来的碎石清理
干净。这些石头都是青石，要
么是卖到外面烧成石灰，要么
是拉到碎石厂进一步打碎成
小石子。”东平黄河河务局水
政科科长王民说。

位于山东东平
县银山镇石碣村的
一处山场已是满眼
绿意，不远处，被及
时叫停的光秃秃的
山坡突兀矗立，遭
受重创的躯体已经
难以恢复它往昔的
容貌。在泰安市东
平 县 东 平 湖 西 北
部，沿岸6座自然山
体与10段堤防共同
形成完整的黄河防
洪工程体系，然而6
座山体近些年因为
村民的开采，原本
150米高的山逐步
被削低。如果山体
再被开采将威胁黄
河防洪。从2010年
开始，沿河政府、河
务部门及时封山禁
采，目前6座山体正
在清理危石进行土
地复垦。

志愿者报名

及征稿注意事项

志愿者报名要求：年龄在18周
岁以上，身体健康，能参加户外活
动，关心热爱黄河，有一定的时间和
精力。报名请留下姓名、性别、年龄、
职业、联系方式（不对外公开）。

“我爱黄河随手拍”摄影大赛投
稿要求：照片内容健康向上，可以是
反映黄河之美的风景和人物照，也
可以是反映与黄河有关的故事组
片，还可以是反映破坏黄河环境、污
染黄河的不文明和违法行为。照片
要注明拍摄时间、地点、人物，并附
简要介绍。作者请留下电话等有效
联系方式。

“我爱黄河大家谈”征文大赛要
求：文章字数在2000字以内。可以是
一段与有黄河有关的往事，也可以
是对黄河保护的理解、意见或建议，
还可以是对黄河的赞美或是对一些
不文明或违法行为的抨击和谴责。
作者请留下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本报记者 刘海鹏

靠山吃山，六座防洪山体被蚕食

黄河流经群山环绕的东
平湖时拐了个弯，从鲁中丘陵
向平原延伸，治黄先辈巧妙利
用山势，将10段堤防与东平湖
西北沿岸6座山体相连，形成
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银山、
铁山是其中两座，另外4座分
别是马山、子路山、九顶琵琶
山、青龙山。经受住了多次大
洪水的考验。

这几座山体的高度基本
都在130米以上。20世纪50年
代，抱有“靠山吃山”想法的周
边村民开始对沿黄山体进行
开采，也打起了这6座山体的
主意，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开山
采石由此开始。特别进入21世
纪后，大规模机械开采进驻黄
河沿岸，6座防洪山体以惊人
速度被蚕食着。屈克鹏说，当

时村民能在山体上挖出20多
米深的炮眼，灌上成吨炸药炸
山。

“我们都是眼睁睁看着绿
山变成秃山，山脚下也是寸
草 难 生 ，晚 上 睡 觉 都 不 肃
静。”住在附近的52岁的阮先
生说。经过近1 0年掠夺性的
开发，6座沿黄防洪自然山体
面目全非。

封山禁采，复垦新增80平方公里耕地

在东平黄河河务局水政
科，记者看到山东黄河水利工
程质量检测中心对防洪山体
的评估报告，上面明确指出：
马山等6座沿黄防洪山体因开
采受到严重破坏，部分山体已
经低于黄河大堤顶部，黄河防
洪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2010年5月起，泰安市、东
平县人民政府开始对6座沿黄
防洪山体封山禁采。6座防洪
山体总长度15千米，在东平县
滨湖地区，3个乡镇17个行政村
44家企业依靠开采山体谋利

生活，从业人员约5000人。禁
采等于是断了他们的财路，涉
及到大家的经济利益和收入，
封山禁采工作并不顺利。

采石行业利润空间巨大，
对采石场老板来说，多采一天
就多万元以上收入。“执法人
员前脚走，采石者后脚开工。
后来我们就直接24小时驻扎
在山上。”东平黄河河务局副
局长祖光德说。

从2013年开始，禁采工作
开始出现转机。当地老百姓渐
渐明白封山禁采的重要性，有

时看到有人私采，还会主动向
执法队伍举报。为根除山体禁
采，从2013年起，东平县启动
山体复垦方案。“土地复垦后
一举三得，既增高了山体的高
度有利于防洪，又不用天天去
监督减少盗采行为，还增加了
耕地面积，增加当地农民的收
入。”东平河务局办公室主任
国佃华说。

据了解，项目结合土地复
垦，做好沿黄山体恢复性治
理，一期6个治理片区可新增
耕地83 . 8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
王世腾 薛瑞

▲东平铁山因为
非法开采面目全非，
当地有关部门正清运
危石，准备复垦。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人人都是江河卫士”活动由阿
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投入200万元公
益资金，联合全国15个省份的合作
媒体共同发起。后续报道、参与活动
请关注齐鲁壹点、齐鲁晚报官方网
站 、微 信 、微 博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96706。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