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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广饶7月31日讯（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通讯员

王同杰）25日，由省林业局、团
省委、省旅游局、齐鲁晚报联合
主办的“山东湿地年——— 千里走
湿地”活动，走进东营广饶县。众
人欣喜地发现，在这里的小清
河，从济南趵突泉等泉群涌出的
泉水，经过数百公里的流淌，即
将入海时水质依然清冽。

“这个水就是从济南流过来
的，你看多清啊。”在东营市广饶
县小清河王道拦河闸上，县林业
局工作人员指着平静舒缓的河

面让记者看。果然，眼前汩汩的河
水正穿过河闸，悠悠地流向远方。
河水颜色偏浅，偶尔还有鱼儿跳
出水面。两岸芦苇、蒲草茂密，鹭
鸟杂落其间，甚是赏心悦目。

“五六年前这里还没人敢
来，河水的臭味让人受不了，连
水草都几乎不生长。现在小清河
的水质真是改善多了。”广饶县
林业局林保站贾红梅说，过去由
于两岸企业排污，小清河广饶段
被“抹黑”，如今花大力气治理和
清淤，水质逐渐改善，鱼类重新
恢复到20多种，一些水鸟也从

外地迁来。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站耿德

江说，小清河的开发改造，是人
工开发利用湿地的一个很好的
样本。目前，就全省而言，还有不
少湿地被污染、破坏，靠自然恢
复很难达到生态全面改良的目
标，必须要靠大规模投入建设，
才能实现湿地的生态恢复和价
值再造。

据介绍，省林业厅还拟在小
清河两岸造300米宽的生态林，
届时，240余公里长的小清河将
变成山东的“绿色长河”。

7月21日起，北京、河北等
地因暴雨引发的山洪等灾难
被人们所关注。记者了解到，
分布于我省各地的湿地，对排
解洪水、缓解旱情等，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这片就是麻大湖湿地公
园的核心保育区，你可能想象
不到这片广袤的芦苇，还能发
挥迟滞流水、防洪防灌的突出
作用。”24日下午，在滨州市博
兴县的麻大湖湿地公园，博兴
县林业局长石卫山指着身后
的芦苇荡说。

麻大湖是黄河三角洲腹地
仅有的一处淡水湖泊，近八成
面积生长着芦苇，是我国北方
沼泽湿地类型中的典型代表。
石卫山介绍，每到夏、秋汛期，
麻大湖入湖河流上游水位大
涨，小清河洪水也同时袭来，而
借助麻大湖广阔的湿地以及丛
生的芦苇等草本植物构成的

“拦截网”，洪水入湖后立即会
被“削峰”，并顺从地穿过湖区，
平稳汇入小清河入海。

素有“地球之肾”之称的
湿地，日益成为城市防洪的

“安全阀”。

湿地可做

城市防洪“安全阀”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五六年前还是“臭水沟”，如今已鱼翔浅底

这才是真正的小清河

7月23日，在从喀什赶往疏勒县的
路上，一家“山东煎饼”店意外映入眼
帘。记者过去一聊，店主果真来自山
东，店虽刚开了3个月，但店主夫妇已
扎根新疆近20年了。

“有人吗？”循着指示牌，记者驱车
来到这家位于喀什工业园附近的煎饼
店。“咋没人呢！”一口浓重的沂南口音
传出小店，40岁左右的老板娘拉开门，
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去。

一听说记者来自山东，这位叫贾
世贤的女店主也有点意外，“没想到在
这里能碰到家里的记者！”

小店不大，里面放着一台煎饼机，
几袋白面，两排做好的煎饼。

贾世贤做的煎饼白里透黄，掰下
一块尝一尝，味道很是正宗。

“别看我这家店小，这还是喀什第
一家山东煎饼店呢！”贾世贤自豪地
说。她和老公原本住在阿克苏，今年年
初时，在一位老乡建议下，他们才来喀
什开煎饼店，“也是考虑到这里有一些
山东项目，老乡多。”

不过，由于本地人并不习惯吃煎
饼，开业3个多月，生意不算红火，平时
多是附近的山东人过来买煎饼。为此，
他们开辟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我老
公在附近临沂钢构厂上班，平时都会
带一些煎饼去卖。那里很多人爱吃，毕
竟很多都是山东人啊！”

“到明年元旦，来新疆就整整20年
啦！”贾世贤说，1992年，刚20岁出头的
她就和男友一起从沂南老家来到新疆
阿克苏地区，在那里辛辛苦苦开了一
大片荒地。一晃就是20年，其间她在这

里结婚、生子，扎下了根。
“那会儿的地好开，只要是没人种

的戈壁滩，开了就是自己的了。”谈起
刚来新疆时的辛劳，贾世贤似乎并不
以为意，“一想到俩人开了那么多地，
就很有成就感！”

贾世贤说，来新疆20年，他们跟这
边的维族、汉族都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下边乡村的维族人还是很淳朴的，你
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肯定都记着，过
年过节会再送你很多东西。”

如今，老家的父母都已去世，他们
夫妇俩也已经习惯了新疆的生活，三
五年才回一趟老家。

“老了以后，可能会回去吧。”贾世
贤说，到时候即使自己走不动，也希望

“儿女多回山东老家看看”。

山东夫妇扎根新疆20年

开起喀什首家煎饼店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发自喀什

见河水清冽，几名湿地保护志愿者忍不住撩起水来嬉戏。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小清河水质变好，引来不少水
鸟。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贾世贤母子在自家煎饼店前。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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