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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碧水生态富民，果品、莲藕、林下蜜蜂等相继落地

云蒙湖畔起赛道，村村争上富农产业
文/片 记者 邱明
通讯员 郑晓晶

筑堤坝建水库
先后移民78个村

一阵轻风拂来金银花的香
气，78岁的刘泽明愈加沉醉。蜷
起腿，他轻轻往石堤里侧挪了
挪。围在四周、或坐或站的几个
小辈们，跟随他的视线望向湖对
岸的远山。

63年前，云蒙湖始建时，刘
泽明刚15岁。还是贪玩的年纪，
他跟随家人到过库区看热闹。多
年后，他的一身力气终于也用到
了拦水坝护坡补建上。

此后，他与云蒙湖水库一别
就是半个多世纪。

2022年初夏，刘泽明执意让
家人带着他从沂南县双堠镇老
家赶来，再看看曾经令他热血澎
湃的云蒙湖。半世纪沧桑巨变，这
段总长1 . 5公里的坝顶早已铺上
水泥路，对岸远山也从光秃秃变
成绿油油。

“只认出对面那个是圈里
村，其他都变了。”刘泽明说，当
年修建这处水坝时，正值寒冬，
需要往下开挖清理地基，由于没
有施工机械，全都靠人工。为了
加快进度，人们顾不上数九寒
天，跳到水里往下挖，直到冻得
打哆嗦，拿不动工具，才爬上来
暖和一会儿。

“那时候蒙阴县动员了5万
多人上工地，其他区县也调了不
少人过来，共计约6 . 6万人按照
军事化编成6个师，各支队伍之
间，就像比赛一样，你追我赶抢

进度。”在水库管理处工作的周
业友整理相关史料时，一次次被
当年参建者的精气神所感动。

更让周业友震撼的是，当年
为了腾空库区，78个村庄需要搬
迁，但因周边村镇承载力有限，
不得不让部分村民远赴其他区
县安置，其中小部分人甚至远迁
到黑龙江省。

“一搬穷三年，重新盖房、重
新张罗地，那个时候条件有限，搬
一次家堪称经历一场磨难，可是
后来随着库容逐渐增加，有些没
搬到高处的村民还得搬。”周业友

介绍，有的村民连续搬了三次家，
可是他们都一心为大局考虑，心
甘情愿为水库建设做出牺牲。

撤网箱、拆养殖棚
只为守一湖净水

云蒙湖水域面积达10万亩，
是北方地区不可多得的水产养
殖场地。湖水占据本就狭小的农
田后，沿湖农民顺势转为渔民，
利用丰富的水资源搞起养殖。

“1996年前后达到顶点，逐
渐发展到大约一半的人搞养

殖。”云蒙湖生态区铁城村党支
部书记王名利说，蒙阴是蜜桃之
乡，果业发达，但在湖上陆续搞
起的淡水鱼、珍珠蚌、鸭子等养
殖效益更好一些，当地一度流传
着“不出门不出县，一年十来万”
的顺口溜，说明当时搞水产养殖
是条很好的致富路。

沿湖居民靠水吃水，水产收
入逐年提高。远在六十多公里外
的临沂城，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并最终影响到云蒙湖的命运。

随着人口增多、城区面积变
大，临沂城区饮用水源告急，库
容巨大的云蒙湖成了最佳选择。
一边是向湖讨生活的沿湖居民，
一边是临沂城区供水安全，为云
蒙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蒙阴
人再次面临抉择。

“2006年，县委县政府下决
心保水。”云蒙湖生态区党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王中华介绍，当时
湖内网箱数量高达11万之多，为
保水质，全部进行了清退。

失去了水产养殖依靠，沿湖
居民再度寻找出路，其中不少人
转投畜牧和家禽养殖。可污染问
题又随之而来，雨季一到，养殖
场内污水混合着雨水，一路倾泻
到湖内，再度给刚从水产养殖缓
过劲来的云蒙湖造成生态负担。

2014年，蒙阴县围绕云蒙湖
划定了禁养区，对红线范围内的
养殖大棚进行清理。同时，对涉
水污染项目一律拒批，关停取缔
汇水区内117家散乱污企业。

“保水效果很明显，出水口水
质已经连续22年百分之百达标。”
王中华说，一湖清水背后，是蒙阴
对水源地保护的重视，也是湖区
居民服从大局的生动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这里实践转化

车轮飞驰、彩旗摇曳，2015
年，首届环云蒙湖自行车公开赛
打破了云蒙湖的宁静。总长近150
公里的环湖生态隔离堤，被按照二
级公路标准打造后，成为一条沿途
风光秀丽的赛道。随着几届比赛举
行，越来越多游客闻名而来，被这
里的秀美风光所折服。

“生态旅游是主要发展方向
之一，但仅靠旅游产业还很难覆
盖沿线两万多人口。”王中华说，
生态、保水的同时还要富民，当
地在堤外先后建成62处生态藕
塘、36处生态鱼塘，环云蒙湖发
展杨树丰产林10万余亩；探索大
水体放养，发展有机渔业，并通
过国家有机水产品养殖基地认
证，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省级大
银鱼种质资源保护区。

就像飞驰在赛道上的自行车
比赛选手，沿线20个行政村也纷
纷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根据
各自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果
品、生态渔业、林下蜜蜂、莲藕等
一批富农产业相继落地。

王名利所在的铁城村，已经
有了新品种莲藕种植项目，他和
村民继续寻找新的增收项目。他
们试种了附加值更高的黑麦、绿
麦品种，如果成功，还打算接着
上精加工下游产业链。

“生态发展富民，是我们坚
定不移的道路。”王中华说，百里
长堤，千处荷塘，万顷云蒙湖，这
是一笔宝贵的生态资源，要合理
利用好，让云蒙湖这颗明珠更璀
璨。

全省地方船检系统率先实施船舶远程检验

5G“云船检”，给船主省下10万余元
本报济宁5月22日讯(记者

邓超 通讯员 王超 高峰) 5
月18日，济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
心在全省地方船检系统率先实
施船舶远程检验，验船师利用5G
视频技术，对远在广西防城港市
施工作业的“峻浩1号”，实施远
程营运检验，通过视频资料对检
验项目逐一确认，圆满完成此次
检验，为船主节省各类费用10万
余元。

“峻浩1号，您好，我们是执
行本次远程视频检验任务的验
船师。根据您方申请，现在开始
对船进行远程视频检验，请做好
配合。”当日，验船师张鹤飞、王
守燕与“峻浩1号”龚经理远程通
话。

远程检验主要是通过视频

方式，复核船图一致性，并对载
重线标志、船名、船籍港勘划及
消防、救生、信号等项目进行检
验。

针对部分在外地营运的济

宁籍船舶无法正常开展现场检
验，中心立足于“真情服务解难
题，为民服务办实事”，研究制定

《济宁市营运船舶远程检验指南
(试行)》，在采取证书展期等方式

为船企纾困解难的同时，创新方
式方法，对经过研判符合条件的
船舶，通过“互联网+”远程视频
方式开展营运船舶检验。

验船师张鹤飞介绍，以“峻
浩1号”船舶为例，若从广西防城
港市返回船籍港济宁市实施检
验，来回往返时间需要两个月，
各类费用10万余元。此次远程视
频检验后，实现数据多走路，打
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提高了船
检工作效率。

目前，济宁现有各类营运船
舶7000余艘，其中约有2000艘常
年在苏浙沪皖及长江沿线等地
营运。2021年，中心曾组织验船
师先后12次赴苏浙沪皖及长江
沿线等地区，检验济宁籍船舶
1785艘次，行程3万余公里，为船

企船员节省各项费用近4000万
元。

济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心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云上船
检”赋能港航发展。下一步，中心
将结合“双优船检”品牌升级版
建设活动，不断总结船舶远程视
频检验的做法和经验，推广5G、
AI等先进技术在远程检验中的
应用，完善船舶远程检验制度和
操作规范，进一步提升船舶检验
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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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船师实施船舶远程检验。 通讯员供图

孟良崮战役期间，人民子弟兵为控制山上仅有的一处水源，一
个连的官兵付出沉重代价。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山区季节性洪涝
灾害和旱季灌溉、群众生活用水难题，蒙阴县在孟良崮主峰西北10
公里处开建水库。当年，数万沂蒙儿女冒着严寒肩扛手提，建起被
称为云蒙湖的省内第二大人工水库。如今，云蒙湖已然成为闪耀在
沂蒙大地上的明珠。

铁城村党支部书记王名利试种彩色小麦，并打算形成深加工产业链。

数数代代蒙蒙阴阴人人为为云云蒙蒙湖湖的的山山清清水水秀秀做做出出贡贡献献，，如如今今一一湖湖碧碧水水也也回回馈馈了了蒙蒙阴阴人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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