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六里河环卫所
开展垃圾分类检查

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推进辖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切实解决小区居

民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各类问

题，近日，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

河环卫所组织垃圾分类督导员

在福景佳苑小区集中开展督导

检查工作。

此次检查对小区垃圾分类

投放点的日常管理维护、分类

投放引导等方面进行实地查

看，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对下一

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出具体建

议和措施，确保物业做到有设

施、有分类、有监督，不断提高小

区居民分类自觉性和准确性。

许婷婷

提升服务 降事故

为保障老年乘客安全乘车，
BRT5号线开展“提升服务降事
故”活动。车队要求大家提高服务
意识，遇到老年乘客要多叮嘱一
句、坐稳再起步，杜绝车内摔伤事
故，确保老年乘客安全乘车。耿家灏

您的满意是我的服务标准

近日K151路公交车司机李尚
武在榜棚街遇到一位坐轮椅的乘
客。他在检查完其他乘客扫码后，
赶紧跑到后门，协助家属一同将
轮椅推上车，在乘客感谢之时李尚武
说，您的满意就是我的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迎十一

近日K151路召开服务专业
会，结合十一假期营运任务，总结
节日服务特点，强化服务技能，尤
其强调对特需乘客的耐心照顾，
顺利完成节日营运任务。

唤醒沉睡“三资”
激活富民惠民“源水”
宁阳县堽城镇桥北村绿树成

荫，凉风自来。究其缘由，村党支
部书记卞立营告诉记者：“这儿以
前是‘四荒地’，近几年清理‘三
资’，厘清了权属，村集体连片开
发，栽种了1 . 3万余棵速生杨，既
美化了环境，又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收益。”

盘活资源，包袱变财
探索村企合作，坚持因地制

宜，做好闲置资源再利用，制约发
展的“包袱”也能转化为乡村振兴
的“财富”，实现当期利益不下降、
长期效益稳增长。

服务村民，情怀照现实
“三资”清理既夯实了村集体

增收基础，增强了农村造血功能，
更有效提升了村集体凝聚力，助
推乡村振兴的美化愿景逐步成为
现实。 孔昕昕 林腾

占道经营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
通行安全，为提升城市品质，营造
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近期，济南市
市中区六里山街道城管委以网格
为抓手，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
动，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
有序开展。

一是宣传到位，引导规范。为确
保整治有效，街道城管委入户宣传城
市管理法律法规，将《济南市城市市
容管理条例》发放到每位商户手中，
通过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引导商户
树立城市意识，杜绝乱摆乱放占用公
共空间违规经营现象。同时，督促出
店经营商户现场整改，为创城工作营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快速反应，高效处置。依托
路长制管理模式，快速处理各类城管
问题。网格员通过巡查拍照采集信
息，能够现场整改的监督整改到位，

需进一步处理的第一时间反馈至网
格微信平台，形成快速反应及时处理
的管理系统，从而实现巡查问题、案
件处理的高效处置。

三是专项整治，常态监管。以“信
息化+网格化”为抓手，形成高效常
态管理体制。针对占道游商流动性、
多发性，采取“集中整治、分段负责”
的方式，进行拉网式集中整治。从早
6点至晚10点全时段管控，做到“网
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管理无漏
洞”，并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力度，巩
固整治成果。

下一步，街道城管委将持续加大
占道经营的整治力度，通过联合整
治、长效管控的管理方式，坚决遏制
各类占道经营现象反弹，维护良好的
城市秩序，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贡献六里山力量。

(李嘉慧)

六里山
清理占道提品质 树立形象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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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一条上百斤！今年捕了近80万斤
济南“小洱海”捕鱼季接近尾声，“生态鱼”被端上全国各地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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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济南“小洱海”之称的雪野湖，一年的捕捞季已近尾声。近80万斤的收获，代表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从
吃饵料长大到吃自然食物长大，雪野湖的鱼儿长得慢了、肉质紧实了，雪野湖的水也更干净了。

捕捞上来的雪野鱼全是二斤以上的大鱼。

▲“定制张网”的捕

鱼方式让捕捞上来的鱼更

鲜活。

曾经，雪野湖中还有另外一
种捕鱼方式：将饵料投到湖水中，
吸引鱼儿来吃，然后趁机撒网捕
捞。这样的捕捞场面也很
热闹，但是因为要向水中
投入饵料，会对水质造成
一定的影响，所以从2017
年开始，雪野湖内全面禁
止投放饵料，这种捕鱼方
式也在湖上消失了。

据刘超介绍，雪野湖
渔业公司从1994年开始承
包了雪野湖的鱼类养殖
和捕捞，到现在已经近30
年。这些年里，雪野湖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渔
业公司在雪野湖实行的
是大水面养殖，整个水面
都可以投放饵料。因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雪野湖的湖面上遍布网
箱，水质也受到影响。

2007年，雪野湖旅游
区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
雪野湖的环境保护力度
也进一步加大。2009年，
湖面上的网箱、湖边的沙
场被清理，直至2017年停
止投饵捕捞。因为不能投
放饵料，所以雪野湖的鱼吃的都
是自然食物。这里的鱼也不缺食
物，当地山体植被茂密，山上的腐
殖质经过雨水冲刷进入湖区，滋
生了大量浮游生物，为鱼类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

据刘超介绍，人工投放饵料
时，鱼的生长周期是三到五年，而
吃自然食物长大的鱼，生长周期
延长了一倍。也正因如此，雪野湖
的鱼肉质变得更加紧实。此外，花
鲢、白鲢都属于滤食性鱼类，花鲢
可以吃浮游动物，白鲢可以吃浮
游植物，有了这些鱼，雪野湖的水
质也变得更好了。

记者 刘雅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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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雅菲

鲁中最大有机淡水鱼基地
水质常年保持二类

“今年捕了将近80万斤。”进
入秋天，天气转凉，雪野湖也基本
结束了一年的捕鱼季，进入休养
生息的阶段。雪野湖渔业公司经
理刘超细数着今年的收获：“捕鱼
总量和去年差不多，花鲢捕了得
有30万斤。”

花鲢是做雪野鱼头的主要品
种，也是雪野湖中数量最多的鱼
类。水库里的鱼总共有30多个品
种，包括花鲢、白鲢、鲤鱼、草鱼、
鲫鱼等常见鱼类，还有翘嘴红鲌、
鳜鱼、武昌鱼等特色鱼类。

雪野湖三面环山、周边无工
矿企业污染，水源为山泉水和雨
水，水质常年保持二类标准，出产
的花鲢、翘嘴红鲌、鲤鱼，还通过
了有机产品认证，雪野湖也成为
鲁中地区最大的有机淡水鱼生产
基地。

在捕鱼季，每天早上四五点
钟是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时候。天
刚蒙蒙亮，捕鱼就开始了，六点半
左右就要完成当天的捕鱼工作。
而后这些鲜活的鱼就坐上早已等
在湖边的货车，被运到各个市场，
最早在当天中午就会被做成雪野
鱼头、雪野鱼汤等美食，出现在人
们的餐桌上。“今年我们捕到最大
的是一条青鱼，一百多斤呢。”刘
超说，这条鱼最后被济南的客人
买走了。“咱山东人喜欢吃大鱼，
一般七八斤以上的鱼都卖给了济
南、淄博等地的客人。”

“咱这里水质好，同样品种的
鱼，在雪野湖中生长得就比一般
水质中生长的鱼更好吃。”刘超
说，正因如此，雪野湖的鱼也深受
欢迎，北京、天津、安徽、江苏、贵
州等地，都是雪野湖鱼销售的主
要地点。

美味的雪野鱼也带动了旅游
的发展。据刘超介绍，雪野湖附近
的旅游旺季大概是从五一开始，
与捕捞季基本重合，有很多人都
是奔着品尝最鲜美的鱼来雪野湖
游玩。

18厘米网眼的渔网
只捕二斤以上的大鱼

“这些鱼都是1959年从长江
引进的。”据刘超介绍，像花鲢、白
鲢，因为无法进行自然繁殖，需要
每年投放鱼苗。还有一部分鱼，例

如翘嘴红鲌，则是在养殖人员的
帮助下进行自然繁殖。“现在水库
里水草比较少，所以我们每年都
会用棕榈皮帮助鱼类打造一个受
精卵着床的环境，让它们自然繁
殖，保证雪野湖里鱼类的数量和
多样性。”据刘超介绍，随着水质
改善，近年来，野生鱼的捕捞数量
在不断上升。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雪野湖
内鱼的数量，在捕捞时对渔网有
严格要求：“我们的渔网都是18厘
米以上的网眼。”刘超说，这么大
的网眼，二斤左右及以下的鱼可
以从中钻出，只留三斤到五斤及
以上的大鱼。

在一年的捕捞季结束后，渔业
公司还会根据当年捕捞的数量，计
算出大约捕捞了多少尾鱼，在当年
11月到12月进行相应数量鱼苗的
投放。通过这种捕大留小、轮播轮
放，来保证湖中鱼儿的循环。

与查干湖冰上捕鱼的壮观和
热闹不同，雪野湖捕鱼的时候看
起来很平静。“这是因为我们采取
的是‘定制张网’的捕鱼方式，把
鱼赶进渔船。”据刘超介绍，所谓

“定制张网”，其实就是“迷魂阵”，
操作时会在湖中布置一张“八”字
形的网，这种网一头大一头小，鱼
从大头游进来，根据鱼类习性，它
们一般都顺着网向前游，很少走
回头路，就算是走回头路，也会有
一些网道，让它们出不去。一段时
间之后，从网眼中钻不出去的大
鱼就被困在了这张大网里。这时，
捕鱼船上的“母头”只需要连接渔
网上小开头的“子头”，再把鱼赶
到船上就可以。“这样捕捞上来的
鱼十分鲜活，也没有一点伤，对水
质也不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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