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莲重振林果大县雄风 推进绿色崛起

咬定青山绘新图

2010 年初，县委、县政府制
定实施了“森林五莲”建设三年
规划，确定到 2012 年新造林 26

万亩，其中，新发展林果 20 万亩，
全县林木面积达到 123 . 2 万亩，
其中林果面积达到 32 万亩，林木
绿化率达到 50% 以上。

组织召开了“森林五莲建设
暨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动员会”，
唱响了建设“森林五莲”的号角。
制定了《关于建设“森林五莲”的
实施意见》，提出了实施林果振
兴、森林城市、森林镇村、森林通
道、水系森林、荒山绿化、农田林
网、森林保护等八大工程。制定
了《“森林五莲”建设和农业结构
调整奖补办法》，完善考核奖补
机制，对农业结构调整实行以奖
代补、先干后补，对先干起来、干
得好、干得大的实行重点奖补，
对在全县面上具有示范作用的
果品生产基地、园区和龙头加工
企业给予特别奖补，三年奖补
2400 万元，充分调动起了各级加
快农业结构调整建设“森林五
莲”的积极性。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高位推
动。定期召开专题会、调度会进
行安排部署，强化检查调度，采
取领导督查、专业督查、定期督
查、跟踪督查等多种形式强力推
进，建立起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促进

“森林五莲”建设扎实推进。

重振林果大县雄风

发挥传统优势，立足自身实
际，把林果产业发展作为“森林
五莲”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上，适时提
出了建设“果乡五莲”的战略部
署，全县上下掀起重振林果大县
雄风热潮。

因地制宜、规划先行。重点
发展苹果、樱桃、桃、核桃、板栗
等主栽品种，适度发展柿、枣、
杏、梨等杂果。按照“整体推进东
南部，规模发展中部，适度培育
西北部”的思路，规划建设东部
苹果、中部樱桃、西部蜜桃、南部
核桃、西北部柿枣五大特色万亩

片区。
质量优先、科技引领。组织

开展“林果管理年”活动，坚持
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常态化科
普推广与重要节点现场观摩相
结合，积极引进名优新特优良
品种，大力推广良种良法配套
新技术。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知
名专家教授定期到五莲培训讲
学，组织县乡村技术人员及林
果大户到周边先进地区观摩学
习。县林业局发挥部门职能作
用，加强技术培训指导，局班子
成员、业务骨干每人包保一个
示范园，技术人员全力搜集新
技术、新品种信息，研究掌握最
新林果动态，一年来先后整理
印发《核桃栽培实用技术》、《五
莲县果树生产技术手册》等技
术资料一万余册，全面提高全
县林果管理整体水平。

突出特色、示范带动。根据
各地传统种植习惯，重点培植了
松柏镇凤凰山流域生态林果观
光园、叩官镇莲峰山流域林果采
摘园、中至镇桃花山流域蜜桃基
地、户部乡三关流域林果旅游示
范区四大万亩林果片区；着力打
造于里镇荒山绿化片区、高泽镇
凤凰岭流域林果基地、洪凝街道
东山阳苹果基地、石场乡石木子
流域木本粮油基地、叩官镇盘龙
河流域林果基地、街头镇丰台流
域林果基地等 6 个过 5000 亩的
林果基地；和叩官南回头村苹果
基地、石场乡梁家崖前山场杂果
采摘园、洪凝街道梁家坪流域核
桃基地等 1000 亩左右示范园区。
各具特色的林果规模片区、示范
园区和标准化基地，带动全县果
品产业的迅速发展，五莲大地又
会呈现一派“果园遍地、花果满
山”的新景象。

“烟台苹果莱阳梨，五莲国
光不用提”的民谚曾经让五莲小
国光享誉齐鲁。如今，五莲果品
再现往日风光，每到收获季节，
果品产地车来人往，不出家门就
被抢购一空。五莲的苹果已被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地理
标志认证商标，五莲的小国光苹
果、樱桃、板栗正被列为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五莲这面昔日在全
省乃至全国闻名的林果生产旗
帜在齐鲁乃至神州大地重新飘
扬起来。

栽管并重铸绿色品牌

春夏植苗、秋季补植、冬季
直播，全年造绿不间断。

坚持政府主导，项目造林。
充分发挥政府在造林绿化中的
主导作用，积极对上争引绿化项
目，用好用活上级扶持资金，2011

年，林业部门成功争引沿海防护
林建设、核桃产业县等项目资金
1 5 0 0 多万元，发展经济林 9 万
亩，完成荒山绿化 7000 亩。

坚持市场运作，大户造林。
借助市场机制，通过整体承包、
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吸引企业
和大户等社会力量参与造林绿
化。汪湖镇探索实行土地流转

“三票制”办法，流转土地 8000 多
亩，先后建设了世丰农业彩色苗
木基地、绿洲花卉苗木基地等苗
木产业基地 9 个，其中世丰农业
彩色苗木基地占地 2200 亩，投资
7000 万元，被国家林业局批复为
国家级普及型国外苗木引种试
种基地，被评为“全国十佳苗
圃”。于里镇采取整体承包、股份
合作的方式，开发立地条件较差
的将军岭流域 1600 亩荒山，是借
助大户资金进行荒山绿化的一
个缩影，2011 年 4 月，省委书记
姜异康来五莲视察时给予高度
评价。

坚持因势利导，群众造林。
积极宣传“森林五莲”建设奖补
政策，发动群众植树造林，根据
地质、土壤、地貌等特点，宜林则
林，宜果则果，2011 年群众发展
用材林、经济林 3 万多亩。县直
企事业单位、各乡镇都确立了义
务植树基地，通过开展“植树周”
活动，建起了一批“党员林”、“妇
女林”、“青年林”、“八一林”。自
2010 年以来，全县共造林 17 . 5 万
亩，林地面积达到 110 . 55 万亩，
林木绿化率达 49 . 2%。

上下联动，部门协作，多管
齐下，全面护绿无缝隙。

牢固树立保护也是发展的

理念，深入开展封山护林，死封
深山远山，活封浅山近山，将全
县 23 个流域、1600 座山头的 58

万亩生态公益林全部纳入封护
范围，通过设立检查站，树立警
示牌，修建护林房，增配护林员，
进行严封死守。

加强美国白蛾防控。广泛宣
传美国白蛾的危害和预测防治
技术。加强监测预报，在各乡镇、
街道和城区、风景区设立监测
点，每个监测点安装测报灯，固
定 1 名虫情监测员，实行监测情
况日报告制度，及时掌握全县虫
情发生动态。连续三年组织飞防
作业，年飞防作业面积 80 万亩，
实现了“重防第一代，一役控全
年”的工作目标,成功控制了美国
白蛾疫情。

加强古树名木管护。出台
《五莲县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
法》设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基
金，对全县 178 棵古树进行了测
量、鉴定、挂牌和建档，落实专人
专树管护制度，扎实推进万株大
树保护工程，精心编辑出版了

《五莲古树名木》，推进了林业生
态文化建设。

一业带动百业兴

一处处杏花谷、桃花山、樱
桃沟、柿子岭、苹果长廊，把五
莲山区装扮成了花的海洋，果
的天堂。三季有果，四季常青的
五莲山区，拥有各类植物 1 0 0 0

余种，林内负氧离子含量每立
方厘米高达 220 万个，成为名副
其实的“森林大公园”，“天然大
氧吧”。林果业的兴旺发展，为
广大农民拓展了增收空间，成
为果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绿色银行。

将生态优势转变为旅游优
势。依托五莲山风景区、大青山
风景区等旅游资源，对接日照
海滨旅游，山海一体，打造半岛
城市群后花园，提升了旅游品
位。依托良好的生态基础和林

果资源，丰富旅游文化，扩展旅
游空间。实施东部三乡镇重点
区域乡村游规划，培植了一批
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游基地，
举办杜鹃花节、桃花节、樱桃
节，推出采摘游、民俗游、健身
游、拓展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吸
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举家结伴
来五莲胜地亲身体验大自然之
美。今年，五莲县的乡村采摘游
分外火爆，樱桃采摘季节，全县
共接待乡村游游客近 1 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600 余万元，
同比增长 520% 、373% 。特别是
刘家南山村、上沟村、董家楼
村、大旺村等樱桃采摘园区，在
采摘顶峰期 2 天内接待游客 4

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4 万
元。

生态旅游的崛起带动了相
关产业发展。去年“五一”和“十
一”两个黄金周期间，全县 100 余
家宾馆饭店爆满。为旅游服务的
个体工商业、运输业不断增加，
拉长了产业链条。旅游业直接收
入和带动的相关产业收入每年
以 30% 以上的幅度同步递增。

以生态为资本，以生态为
金字招牌，凝聚人气，开放发
展，吸引了大批有识之士来五
莲投资兴业。国内外大财团、大
企业投资项目纷纷落户五莲。
接轨青岛、融入日照、山海一
体、蓝绿结合，加快了融入半岛
蓝色经济区步伐，成为日照市
蓝 色 经 济 北 轴 崛 起 的 重 要 载
体。县城工业园、市北经济开发
区、街头石材工业园、两山旅游
度假区、温泉旅游度假区 5 大板
块经济迅速隆起。

勤劳、智慧、创新、进取的五
莲人民，正在县委、县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坚定“建设森林五莲，
重振林果大县雄风”的战略决策
不动摇，决心再连抓 5 年，使林
木绿化率达到 60% 以上，林果面
积发展到 44 万亩，真正实现从绿
起来到美起来、再到富起来的连
续跨越。 (乔俊英)

五莲县因绿而兴，因绿闻名，先后荣获全国造林绿化
百佳县、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
进县、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多项

“绿色桂冠”。
五莲县山多地少，潜力在山，优势在林。林果业是五

莲的根、五莲的魂，抓生态、抓林果，就是抓住了发展的根
本。

2010年，新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组建后，立足县
情，深入调研，通过科学分析判断，做出了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大决策：建设“森林五莲”、重振林果大县雄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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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带头植树造林

原生态的小国光 千山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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