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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8日讯（记者 王
皇） 28日，记者从济南市河长
制湖长制推进会议会上了解
到，8月底前，济南将全面实行
湖长制。同时深入开展“秀美河
湖”行动，力争到2020年，重点
河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80%
以上，主要河湖生态评价优良率
达到75%以上，每个县区建成1
至2处“秀美河湖”示范工程，全
力实现“泉涌、湖清、河畅、水
净、景美、宜游”的目标。

会上传达了济南市第1号
总河长令《关于做好河长制湖
长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济南市
全面实行湖长制工作方案》。

8月底前，济南将全面实行
湖长制，建立市、县区（含济南
高新区、市南部山区、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镇（含街
道）、村（含居）四级湖长体系。6
月、7月、8月底前，市级、县区
级、镇级分别完善河长制湖长
制工作考核方案和相关制度。
济南 2012年就开始探索河长
制，去年则全面实行河长制。而
除了大大小小的河道之外，济
南还有不少湖，这些湖还包括
一些水库和湿地。

记者了解到，在全面落实
湖长制时，芽庄湖、大明湖、白
云湖、东湖水库、卧虎山水库、
锦绣川水库、狼猫山水库、玉清
湖水库、鹊山水库、济西湿地设
立市级湖长。其它湖泊的湖长
设置由县区、镇、村分别确定，
其中跨行政区域的湖泊原则上
由上一级负责同志担任湖长，
各类湖泊所在县区、镇、村按照

行政区域分级设立湖长，实行
网格化管理，确保所有湖泊水
域均有明确的责任主体。

在进一步落实河长制方
面，济南将实行四级河长制，并
明确河长要定期巡河。原则上
市级河长每季度巡河不少于1
次，县区级河长每月巡河不少
于 1次，镇（街）级河长每旬巡
河不少于1次，村（居）级河长
每周巡河不少于 1次。巡河过
程中，各级河长要严格履行职
责，对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整
治、水生态修复、河湖执法监管
等工作全面开展巡查。

同时，还将加强岸线管理
和利用规划，立足实际、分级负
责，今年年底前要完成黄河、小
清河、徒骇河、德惠新河等划界
工作。

会上还印发了济南市河长
制办公室印发的《济南市“秀美
河湖”行动工作方案》，济南将
通过“秀美河湖”行动，构建“引
得进、流得畅、蓄得住、排得出”
的河湖水网生态体系，力争到
2020年，重点河湖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达80%以上，主要河
湖生态评价优良率达到75%以
上，每个县区建成1至2处“秀
美河湖”示范工程，全力实现

“泉涌、湖清、河畅、水净、景美、
宜游”的目标。

在加强水生态修复上，济南
将实施东湖水库、白云水库至杜
张水库、狼猫山水库连通工程，
打通水系连通“最后一公里”。此
外，还将实施河道有水工程。

林林地地补补偿偿年年年年涨涨 乡乡村村旅旅游游连连片片建建
保绿水青山还要过好日子，南山生态补偿方案出炉

88月月底底大大小小湖湖泊泊全全有有““湖湖长长””
“秀美河湖”2020年前各县区至少一处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南部山区作为济南的水源地和绿肺，如何能够在生态保护的同时实
现脱贫攻坚，改善居民生活？日前，《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态补偿实施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提出推动补
偿多元化，建立科学长效的南部山区生态补偿机制。

南部山区要发展生态旅游，保护原始村落。（资料片）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2020年林地补偿标准
提高到每亩70元

南部山区的林地是其成为
城市绿肺的基础。在林地生态
补偿方面，济南提出南部山区
公益林(不含国有林场公益林)
补偿标准在国家规定的15元/
亩·年补偿标准基础上，2018年
提高至30元/亩·年，2019年提
高至50元/亩·年，自2020年起
提高至70元/亩·年。生态补偿
资金用于生态脱贫攻坚、生态
公益岗、生态治理与修复项目、
生态经济发展和补偿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等，其中用于补偿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部分不得低
于资金总额的50%。

同时将建立水源地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历下

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
历城区和高新区等生态受益
区对南部山区的横向生态补
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

发展乡村生态农业
完善旅游经营设施

要保护的同时，南部山区
也要发展适合自身的产业。

《方案》明确，支持南部山区发
展生态农业。在新建绿色农业
生产示范区内，实施节水、减
肥、控药、清洁田园措施。

南部山区是济南市民最
喜欢的近郊旅游地。在支持发
展乡村生态旅游方面，济南将
依据南部山区旅游规划，对允
许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集群，
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生态型乡
村旅游集聚带建设。每年重点
扶持 1 — 2 个乡村旅游集聚
带，并完善旅游经营性设施。

维护传统村落格局
开辟扶贫公益岗位

济南还将建立完善传统村
落名录，维护传统村落现有格
局。保护传统村落内自然植被、
山体绿化、河流水系及河塘沟
渠，维护好与传统村落相互依
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全面调
查传统村落内传统建筑分布情
况，制定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计
划，加快传统村落内文物建筑
修缮修复工作，对村庄内的建
筑形式、色彩等提出具体要求。

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还
要让南部山区的居民过上好
日子。济南提出以生态补偿推
动脱贫攻坚。多渠道开辟扶贫
公益岗位，整合南部山区护林
员、保洁员、河道员等生态公
益岗位，优先聘用符合行业要
求的贫困人口。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