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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游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济南市政协集中商量：包装避免“千村一面”，为好山好水找个好“婆家”

1 .高档野生鲜食刺
参：筋粗肉厚，现买7斤
仅999元，本周特惠买15
斤只需1998元，吃半年。

2 .大连野生鲜食
“参王”：8年壮年参，个
大刺好，买4斤999元，本
周特惠9斤只需1998元。

3 .大连深海纯淡干
海参：6-8年壮年参，涨发
10斤以上，原价2760元、
2980元、33336600元一斤，本
周特惠买1斤送1斤。

4 .沂蒙山天然成熟
蜂蜜 :纯野生，无任何添
加和勾兑，甘醇清香，特
惠10斤仅299元。

电话：0531-89697667
(各地免费送货)

瑞品堂和平路店：和
平路15号东侧 (燕子山小
区公交站牌对面路北)

制锦市店：制锦市街
31号 (五龙潭公园西门北
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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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贝艺 通讯员 高寿增

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

为促进槐荫区水资源的合理
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区政
府专门成立槐荫区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区
政府分管副区长任领导小组组
长，区水务局局长为副组长，由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自
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
房城乡建设局、区城管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统计局、区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具
体负责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组织协
调和日常工作。通过召开槐荫区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动员大
会，对全区节水各项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为创建节水型社会提供
了有力保障。

落实管理制度
强化考核监管

自2012年济南市实行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以来，槐荫区严
格落实《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
例》，建立了水资源管理“三条红
线”指标体系，明确了槐荫区不
同时期水资源管理目标和任务，
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
护工作纳入区级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评价体系，严格实施水资源
管理考核制度，以促进全面建成
依法管理、科学高效的水利良性
运行管理体系。2022年6月，槐荫
区编制下发《济南市槐荫区县域
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多
次组织召开槐荫区县域节水型
社会建设工作培训会议，对全区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为节水型社会的创
建提供了有力保障。

农业节水灌溉方面，一是自
2022年开始实施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项目，按照“保障运行、促进
节水、减轻负担”的原则，建立合
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二是落实农
业用水奖补资金，制定《济南市

槐荫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
补贴和节水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明确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的适用范围、奖补标准和奖补流
程等，切实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
奖励机制。

非居民用水方面，一是城镇
非居民管网用户管理，每年年初
按照用水定额及三年加权法制
定并寄发年度非居民用户水计
划，年底对用水计划进行考核。
每季度结束后针对超计划用水
10%以上的非居民用户寄发超
（定额）计划用水预警通知以督
促其严格按计划取用水。如收到
预警通知后仍不闻不问，亦不适
时增加用水计划或采取有效节
水措施，由此所产生的累进加价
水费在年底用水计划考核时由
水务集团足额收缴。二是自建设
施供水管理，扎实开展自备井封
停及自备井取用水日常监管工
作，区级管理的47家取水单位均
已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并已全部
纳入山东省水资源税远程在线
监控管理系统。

加快技术改造升级
积极推进节水新机制

槐荫区积极推广开展各行
业节水技术改造，一是实行用水
产品的用水效率标示管理，禁止
生产和销售不符合节水强制性
标准的用水产品。二是落实农业
节水灌溉的产业支持、技术服
务、财政补贴等政策，加强灌区
节水改造，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三是加强工业节水技术
改造，组织开展工业园区和企业
取排水规范化整治，推广分质供
水、循环用水、串联用水和中水
回用、废污水“零排放”等节水技
术。四是积极开展城区生活和服
务业节水，大力推广节水型生活
用水器具。五是强化公共供水单
位供水管网的维护和改造，降低
管网漏损率和供水产销差率。

净化污水补给水源
打造腊山河生态景观

腊山河沿线雨污合流管网改
造补水工程是槐荫区污水净化再
利用，建设生态景观，节约绿化浇
洒的典型案例。腊山河全长5 .24公
里，河道缺少补给水源，水质较差，
植被杂乱。为创造宜业宜居的城市
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适应
济南市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决定
实施腊山河沿线雨污合流管网改
造。其中，补水工程利用水质净化
四厂及大金水质净化厂再生水对
河道进行补水，通过在水质净化四
厂及大金水质净化厂出水管线入
腊山河处设计规模5万立方米/日
的地下式补水泵站，新建总长度
4 .5公里的主管线，补水规模5万立
方米/日，实现了污水再生水利用，
补齐了污水收集基础设施短板，为
河道绿化提供充足补给水源。

创建节水载体
加大宣传教育

槐荫积极在全区开展节水
载体创建活动，目前已创建区级
节水型小区37个，化工、造纸等

重点用水行业节水型企业2家，
节水型单位51家。遴选出一批业
内有代表性、用水管理基础好、
装备技术先进、用水指标达到行
业先进水平、节水工作有特色的
标杆单位，充分发挥节水标杆的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各行业用水
效率整体提升，引领全社会不断
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水忧
患意识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槐荫
区机关单位、学校、企业、居民小
区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
专题宣传活动时期，以宣传展
板、横幅、传单、宣传台历、宣传
车队等形式，借助报刊、电视广
播、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每年
坚持进行大规模的宣教活动，呼
吁全区人民珍惜水、爱护水、保
护水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开展
节水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
实提高全民节约用水意识。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
槐荫区将以节水型社会建设达
标县（区）为契机，积极践行节
水理念，持续推进节水载体建
设、自备井封停、节水宣教等工
作，不断巩固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成果，以更高的标准持续
建设节水型社会，全面助力美
丽槐荫建设。

记者 李梦瑶

近年来，随着乡村游热度不
断提升，近郊游、休闲游已经成为
济南旅游的新热点。自8月起，济
南市政协“商量”调研组围绕“挖
掘乡村特色资源 力促乡村旅游
提质升级”主题，先后赴章丘区、
莱芜区、长清区、历城区等区县的
12个特色村庄开展现场商量，并
于近日召开集中商量。

调研组发现，放眼济南，不少
昔日沉寂的小山村以“农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为依托，充分利用村
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摇身变
为如今的“网红打卡地”，使古老
村庄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通过前期调研、梳理，“商量”
调研组认为，济南拥有红色文化
资源、历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
遗产、泉水文化资源、古村落、齐
长城等诸多独具特色的资源。要
充分挖掘利用好济南市的乡村旅
游特色资源。

在济南市政协委员、山东国信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
国看来，泉水是济南发展旅游最具
吸引力的资源。他认为，开发泉水

旅游线路，并非让游客只看泉水，
要系统策划，与周边的旅游资源进
行搭配，这样才能让乡村旅游线路
产品更具吸引力。

济南市政协委员、钢城区蟠
龙梆子剧团团长韩克认为，乡村
旅游发展中必须挖掘、保护和利
用乡村文化，这也是乡村最有特
色的东西。有关部门应加大鼓励
引导和支持力度，让乡村文艺团
体转型、改革，与社会潮流接轨，
让作品形成产品，增加收入。

在乡村旅游爱好者关金看
来，乡村旅游要追求原生态，但最
怕的也是原生态。她建议，不仅要
做好公厕、路标、停车场等方面的
硬件建设，同时也要做好民宿等

游客食宿方面的配套建设。
济南市政协委员、山东文殊国

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娟
认为，做好乡村旅游，一方面要做
好顶层设计，并培养打造一批熟悉
当地情况的土生土长乡村宣讲员；
另一方面不能“千村一面”，要保留
当地原汁原味的特点，形成本村或
本地区的乡村旅游品牌。

济南市政协委员、民盟山东省
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李静提建议，

“在挖掘传统古村落的过程中，要
减少人工味，保留乡野味，同时进
一步完善吃住行游玩购产业链。”
狄杰友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有很多，最关键的是为我市的好山
好水好田园找个好“婆家”。这个好

“婆家”其实就是乡村旅游的知名
企业、大品牌、大专家，把农产品策
划好、包装好、推销好。

对于乡村旅游如何提质升级，
山东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
王广振总结为做好“六化”：旅游规
划一体化、全域大地景观化、景区
景点品牌化、产品培育特色化、旅
游服务规范化、配套设施标准化。

张晓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做
了一个阶段划分。“目前，乡村旅
游正向4 . 0时代诗意栖居和精神
滋养方面过渡。”张晓国表示，这
个过程最核心的是由功能性、物
质性向精神层面转变，最大特征
是既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要
记得住乡愁。

深入推动各行业深度节水控水，全面提升社会节水意识

槐荫区获评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2023年10月，经水利部复核认定，济南市槐荫区等323个县（区）达到了节水型社会评价标准，获评为

“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近年来，济南市槐荫区全面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的治水方

针，落实国家节水行动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严格按照水利部、山东省水利厅与济南
市城乡水务局指示和文件要求，扎实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优水优
用、适水发展，促进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行政管控、市场调节、全民参与，深入推动各行
业深度节水控水，全面提升社会节水意识，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腊山河沿线雨污合流管网改造补水工程，是槐荫区建设生态景观，节约绿化浇洒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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