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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好好绿绿水水青青山山””三三笔笔账账””
乳乳山山市市把把保保护护生生态态环环境境作作为为经经济济发发展展之之根根本本

王嘉 姜俏俏

曾经年产黄金过万吨的废弃矿区上，一座占地150多亩的生态型体育主题公园免费开放；20多平方公里的矿山旧址上，核心区1 . 2平方公里的现代农业种养和
观光旅游生态公园雏形显现；曾经以矿为生的农民投资当起生态庄园主……

生态建设让乳山收获了可持续发展的“红利”。乳山市委书记周兵表示，绿水青山是乳山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是一个区区域最大的财富。

偿还生态账，重建绿水青山

今年6月1日，总投资5000多万
元的金碃岭体育公园正式对外
开放。田径场、足球场、网球场等
14个运动场地和老年活动区、儿
童游乐区，让市民由衷点赞。

金碃岭公园原是由金矿开
采形成的采空区，2015年初废矿
旧址被纳入“乳山偿还生态欠账
计划”，随后拆除7800多平方米废
弃建筑物、充填4万多立方米的采
空区、恢复200多亩土地。

“金碃岭体育公园不仅注重生
态修复，更注重生态的可持续保护。
公园引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打造
自然绿地，采用透水性铺装，有效控
制了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
渗透、自然净化的生态功能。”岭南
园林相关负责人郑乃文说。

金碃岭金矿的变身是乳山
城市发展理念转变的生动实践。
作为胶东半岛黄金主产区，乳山
过去私采乱挖现象严重，对当地
山体、植被、水源等造成破坏。下
初镇是乳山黄金最主要的开采
区之一，黄格庄村46岁的刘忠才
当年就是挖矿能手。“虽然挖矿挣
钱，但是对环境的破坏非常大。”
刘忠才说。

乳山市自2000年起组织安监、
环保、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大规
模集中整治乱采滥挖，先后关闭
清理矿井500余个，有资质的矿山
开采企业由200多家减少到24家。

不仅在生态欠账上“止血”，
也在生态修复上“造血”。乳山每
年投入上千万元资金对各处破
坏山体、废弃矿井矿坑和地质灾
害隐患进行全面复绿整治。

如今，承载着绿色财富梦，刘
忠才响应政府号召，加入生态复

绿大军里。他用当年挖矿攒下来
的200万元，在原来的采矿区上承
包了500亩荒山，一边进行生态修
复，一边栽种樱桃、桃树、苹果等
经济果林，打造出一个四季均可
采摘的观光休闲生态园。

和刘忠才一样，原本靠挖矿
为生的村民，在这片矿山废弃地
复垦复耕土地万余亩，发展起以
高丽参、苹果、金银花、蓝莓、樱桃
等10余种经济作物为主的高效农
业生产区。

“我们在原有采矿区利用遗
留的废弃矿石规划了巨石镇，对
破坏的山体进行修复，规划了紫
薇幽谷，发展鸡油菌种植基地。”
乳山下初镇双山景区建设负责
人王晶说。

算好开发账，掘金绿水青山

10年前，由于地质等原因，大
乳山周边20多平方公里的山岭上
一片荒芜，海岸沿线也都散布着
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区，一度成
为经济发展的壁垒。

突破发展，不能简单引进项
目开发建设，而是要通过生态修
复为发展植入“造血干细胞”，这
是乳山市给经济发展定下的基
调。2005年，曾在全国各地进行景
区开发建设的刘新利来到大乳
山周边考察后决定先修复自然
生态，再结合生态适度开发旅游。

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刘新
利带领着专业的园林团队，致力
于解决大乳山土层薄、山体岩石
蓄水导水性能差、植树成活率低
等难题，先后引进改良后的黑松、
龙柏等600多种乔灌木，在万亩土
地上种下了2000多万株树木。

面对海岸带上废弃养殖池
里留下的污泥，刘新利没有将其

推向大海，而是花巨资用笨办法
将污泥运走，最终修建了3000多
米长的沙滩，新增了上千亩湿地。
目前景区湿地可蓄存淡水200多
万立方米，不仅净化中水，还可以
给湿地补水，为旱季绿化提供灌
溉水源。如今的大乳山成为一个
山清水秀的旅游度假区，2016年
接待游客超过68万人次，景区综
合收入超过亿元。

乳山坚持综合施策，不断扩
大“城市绿带”，构建城市绿色生
态圈，释放生态叠加效应。为保护
最美海岸线，乳山将海岸线旁和
距岸4公里以内近海养殖项目列
入整治规划，拆除后恢复湿地1万
多亩，建设人工沙滩1000多亩，修
建了5 .3公里长的优质沙滩岸带，
碧海银滩得以重现。

不欠子孙账，留下绿水青山

乳山恒邦化工在冶炼黄金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副产品磷石膏，如
果不利用起来、长期堆放，既会占
用土地，也会造成环境污染。秉承
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乳山认识到
要尽快为恒邦化工找“下家”。

在下初镇，工业废料磷石膏
经过烘干脱水、磨细、增加添加
剂、稳定成型等生产流程，变成一
种可广泛应用的建筑材料———
纸面石膏板，据悉，该石膏板公司
年可综合利用磷石膏40万吨，让
其变废为宝。

近几年来，乳山积极引导全
市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节能减
排，推进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
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促进
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副产品和废
物交换利用，全市已有超过八成
的企业建立起循环经济产业链。

在鼓励原有企业进行节能改

造的同时，乳山还充分考虑环境
承受力，在项目建设上，划生态

“绿线”为招商“红线”，严把产业准
入关口，大力引进绿色、低碳、环
保的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项目，严控高污染、高耗能、高排
放的项目上马，先后有十多个投
资亿元的项目因不符合生态环境
要求被否决。

乳山先后编制了生态文明
建设规划、生态市建设规划，实施
了绿色制造工程、重点企业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完善了节能减
排市场化机制，并持续开展露天
烧烤整治、矿山资源开采治理、扬
尘治理、“三废”污染治理、燃煤小
锅炉整治等行动，加大除污还绿
力度，让乳山天空更蓝、空气更
洁。

“下一步，我们将把绿色发展
理念贯穿到整个城市规划建设，
特别是产业发展，让经济发展真
正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乳山
市委副书记、市长宫本杲说。

亮点一：保护海洋环境 实
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乳山不断加大海域生
态修复和海岸带综合整治力度，努
力打造一流的生态滨海景观，为推
进旅游大发展提供优良的资源环
境，实现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

坚持规划先行，保证海岸带
合理有序开发。充分发挥规划的
引领作用，科学编制了海岸带生
态修复整治规划，构建了以海洋
功能区划为指导，以海域使用规
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生
态保护和建设规划、海岛保护规
划、海域修复整治规划为支撑，
与乳山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旅游发展规
划相衔接的海洋生态修复规划
体系；通过聘请中交公司等专业
机构，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对海域
进行分段定位，把海湾、河口区
域、潮汐湖、滨海湿地以及海岸
带的生态整治和修复作为规划
重点，有力促进了海洋生态保护
和海洋产业的健康发展。

加快项目推进，持续改善海
洋生态资源环境。依托海洋保护
区和修复整治项目两大载体，积
极推进了各类保护和修复项目
的实施。一方面，在塔岛湾国家
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和大乳山国
家级海洋公园获批后，通过增殖
开发和资源保护等形式，对海岸
带重点区域实施了生态修复保
护工程，实现了自然资源保护与
旅游经济开发协调发展。另一方

面，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潮汐湖
生态修复与海岸线整治工程、乳
山市银滩海岸带整治与近海生
态修复、大乳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管理能力建设及生态修复等项
目分别获得了国家、省分成海域
使用金项目无偿资金扶持，先后
对潮汐湖景区、银滩旅游度假
区、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等重
点区域进行保护性修复。

强化典型带动，逐步构建生
态修复长效机制。以建设稳定的
生态体系为目标，创新建立了海
岸带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机制，坚
持项目建设与海洋生态修复并
重、保护资源与发展海洋经济相
互协调，把海洋开发活动与海洋
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
了开发主体的经济效益、修复整
治的生态效益、环境改善的社会
效益三者共赢。以大乳山开发为
例，从发展之初就引入维多利亚
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主体，
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形式，先后投
入2亿多元，从治理污水、压碱治
滩等入手对区域内近岸陆海环
境进行治理，修复海岸带5公里，
恢复滨海湿地6000多亩、沙滩
1000余亩，营造了优美的海洋环
境和旅游环境。在法国巴黎召开
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上，中国政府向大会提供的专题
片”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在行
动”中，首次将大乳山国家级海
洋公园作为生态修复的突出典
型，展现在庄严的国际舞台上。

作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突出
的单位，大乳山海洋公园是中国
政府向这次大会推荐的国内三
个典型之一。

严细工作举措，保障修复整
治顺利实施。在海岸带修复整治
工作中，乳山通过强化陆源入海
污染渠道治理和近岸海洋环境治
理，辖区20多公里优质沙滩岸带
和70多公里的自然岸线得到了科
学管理、全面保护。目前，乳山滨
海新区已投资1.8亿元建设了5.3
公里的岸带保护长堤和滨海亲水
休闲景观公园，修复整治沙滩2公
里。另外，聘请专家编制了《潮汐
湖生态保护整治修复二期工程》、

《塔岛湾生态整治及修复工程》等
11个海岸带生态修复与整治项目
实施方案并上报，已纳入我省岸
带整治和环保类修复项目库。

目前，乳山市已累计投资8
亿元在大乳山、潮汐湖、塔岛湾、
乳山湾、银滩5大区域实施了生
态修复和海岸带整治工程，修复
整治海岸带40余公里，恢复湿地
1万余亩，建设人工沙滩1000余
亩，极大地改善了近岸海洋环
境，水产品质量得到了有效保
证，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海洋事业
发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亮点二：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城乡旧貌换新颜

今年以来，乳山在全市范围
内启动了畜禽污染综合整治工
程，为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
件，建设和谐的生态、人居环境，

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基础。

发挥现代化养殖企业示范带
动作用。福喜(威海)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和威海乐天生态农牧发展有
限公司等作为乳山养殖业业带头
企业，主动对企业养殖场粪污收
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福喜(威海)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投资480万元对
公司污水处理体系进行提升改造
工程，对20个养殖农场提升污水
收集体系，杜绝养殖场污水外渗
对周边环境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同时，对污水集中处理厂进行中
水回收再利用工程建设，对公司
辖下的养殖场产生的污水进行集
中处理后达到城市再利用水标
准，可用于冲厕、绿化等，实现了
畜禽养殖污染”零排放”和养殖废
弃物的循环利用，促进养殖业的
良性发展。威海乐天生态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400万元，建成容
积达6000立方米养殖粪污收集体
系，对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污进
行集中收集处理。

同时，乳山对全市483家养
殖场(户)启动养殖环境整治工
程，出台了《乳山市畜禽养殖环
境整治工作方案》、《关于全市
畜禽养殖环境综合治理的实施
意见》，为养殖环境整治工程的
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整治标
准，指导养殖场(户)提升改造畜
禽粪污收集体系。

为有效推进工程建设进程，
乳山强化宣传，积极营造氛围，通

过发放明白纸、举办培训班、微信
推送、媒体报道等方式对养殖户
进行宣传发动，让养殖户树立”早
改早受益，不改受处罚”的观念，
积极主动的参与整治。在工作推
进中，乳山实行一场一档，专人负
责，采用网格化管理，对养殖场
(户)分布进行划区分片，安排专人
与养殖业户对接，及时解决整治
过程中的技术和政策难题。

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乳
山鼓励在线解难，实时沟通，建
立市镇村三级微信群，其中市级
微信群为94个镇、部门主要负责
人加入的整治进度交流群，以每
日照片和工作简报的形式即时
上报工程进展。镇级建立了各镇
两委成员和技术指导员、辖区养
殖业户组成的整治技术交流群，
在线提供即时技术指导。

为让顺利推进畜禽污染综
合整治工作，乳山市政府安排财
政专项资金550万元用于全市畜
禽养殖粪污整治工作，并将此项
工作列入全市年度便民利民实
事重点工程，采取”先干后补”的
方式，对完成整治经验收合格的
养殖场给予0 .5-3万元不等的补
助，带动社会资金2000万元，提
高了广大养殖业户参与整治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乳山畜禽养殖环境整治
工程全面启动，全市养殖粪污收
集体系得到进一步提升，畜禽粪
污乱堆乱放乱排现象得到有效治
理，极大减轻了周围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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