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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以来，通过地形整理、水系连通等工
程措施成功实现了“荒滩复垦”；通过清淤疏浚并
栽种菖蒲、荷花等20余种水生植物，显著提升了水
体的自净能力；投放20万尾鲢鳙等滤食性鱼苗，构
建了一个“以鱼养水”的生态闭环。经过两年的系
统性治理，崇文湖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Ⅱ类，吸引
了白鹭、野鸭等30余种候鸟前来栖息，“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鸟语花香”的生态格局跃然眼前。

专业化的国标垂钓池投入使用后，实现了小
赛常态化、大赛不间断，试运营40多天以来，吸引
了近万名钓友、游客，园区垂钓比赛、住宿、餐饮等
营业总额已经突破1200万元。

“我们每场活动都会投放3至5万斤成鱼，大

型赛事一天一场要投放10万斤，预计每年可消耗
1500万斤。下一步我们也会与周边农户签订直供
协议，发展渔业养殖，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创造实
实在在的社会价值。”基地负责人崔登斌说。

除了依靠“赛事+”、订单渔业等增收途径，陵
城镇还计划依托崇文湖水体资源大力发展多元化
的水产品生态养殖，开发蟹宴文化节、渔耕研学季
等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完善配套服务与商业延伸
延长消费时段，形成“核心驱动+多点增值”的收益
矩阵。通过产业收益反哺生态环境，实现“生态”
与“生产”统一、“颜值”与“产值”同在，以生态修复
为笔、产业创新为墨，奋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崭新篇章。

今朝之变：“颜值”与“产值”同在

日前，市文联、市作协联合向兖州装配式
建筑产业·界别同心汇“学而书房”捐赠图书，
仪式在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本
次图书捐赠活动，不仅捐赠了3000余册文学
类、社科类书籍，同时为“济宁市作家协会创
作工作室”进行了揭牌，为产业员工搭建了更
广阔的文化交流平台。

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以书籍传递知识，以
作品展现艺术魅力，激发职工们的文化热情，营
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进一步增强企业文化
的活力与凝聚力。此外，“济宁市作家协会创作
工作室”的揭牌，也标志着区域产业与文学艺术
携手的成功实践。

（通讯员 鲁翔）

近日，任城区仙营街道吴泰闸社区开展
了一场暑假防溺水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通过动画短片、情景
模拟等形式，直观地讲解了溺水的危险性以
及容易发生溺水的场所。在互动环节，志愿
者现场演示了正确的自救方法，如遇到溺水
时如何保持冷静、如何大声呼救、如何利用身
边漂浮物等，还让孩子们分组进行模拟练习，
亲身体验自救技巧。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王丽萍）

连日来，一群身着救助服的身影穿梭在
城市的车站广场、桥梁涵洞、废弃房屋之间，
他们是济宁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正在
全力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高温天，睡在露天太危险了！”救助站的
工作人员李健一边擦着汗，一边仔细搜寻着
桥洞下的角落。面对持续高温，救助站采用

“科技+人力”双线并行的巡查模式。站内，工
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平台进行24小时“云巡
查”；站外，巡查工作人员每天两次错峰出发，
携带装有矿泉水、清凉油、藿香正气液、面包
等物品的“爱心包”，对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
排查。“发现流浪人员，我们首先是耐心沟通，
尊重他们的意愿。”救助站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于暂时不愿入站接受救助的人员，工作人
员会详细记录信息，发放防暑物资和印有救
助站地址、电话的救助引导卡。

为了织密救助网络，救助站与公安、交
警、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
群体建立了“爱心联络员”机制，并向他们发
放救助政策咨询卡。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
多市民成为发现救助线索的“眼睛”，在全社
会营造关心关爱困难群体的浓厚氛围。

一瓶水、一句叮嘱、一个避暑的邀约……
济宁市救助管理站的“夏季送清凉”行动，送
去的不仅是清凉，更传递着这座城市对困难
群体的牵挂与温度。市救助站也借本报向广
大市民发出呼吁：如您在街头发现疑似需要
帮助的流浪乞讨或临时遇困人员，请留意他
们的状况，可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或
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直接联系济宁
市救助管理站24小时热线：0537-2211940。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苏茜茜
通讯员 王建强）

以生态修复为笔、产业创新为墨

昔日塌陷地 今朝碧水重生

盛夏七月，炎炎烈日阻挡不了广大钓鱼爱好者的热情。在曲阜市陵城镇崇文湖畔，六
条国标垂钓竞技赛道旁，每天都有数百位专业钓手同场挥竿。闲置多年的采煤塌陷区因
“渔”复生，从荒废之地化身为生态与产业和谐共生的新地标。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武鹏

位于陵城镇西南部的崇文湖片区，由于长期
的煤炭开采活动，约680公顷土地下沉，并逐渐演
变出近2万亩的连片水域。因该区域缺乏有效的
治理措施，加之位置偏远、道路不便、植被茂密，容
易隐匿固废和垃圾等，导致水质逐渐恶化。作为
当地政府的一块“心头病”，陵城镇一直在环保治
理和生态开发的道路上摸索前行，逐步构建了环
保网格强监管、镇村多部门联动的环保工作机制，
近年来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一改“养鱼不能
养、种地不能种”的困境。虽然治理成效明显，但
如何能走出一条产业与生态共生的绿色发展之
路，成为陵城镇积极探索的重要方向。

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宜工则
工”的原则，经过科学研判，2024年，陵城镇成功引
入总投资10亿元的崇文湖国际垂钓基地农文旅综

合体项目，旨在通过“生态养护+垂钓竞技+休闲渔
业+乡村文旅”模式，以产业振兴助力生态振兴。

项目一期以2000亩的水面为试点，建设国标
级的竞技垂钓园，以“赛事”引流，逐步带动周边
水产养殖、农耕研学、餐饮住宿、文旅消费等产业
发展。经专家对崇文湖现状进行细致考察，结果
显示，丰水期水体深度仅约1.2米，枯水期更是仅
剩40厘米，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竞技垂钓，
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陵城镇专门
成立项目服务专班，会同项目负责人多次前往青
山湖、状元湖等知名垂钓中心考察学习，一步步
攻克了专业技术难题。同时，该镇积极争取市直
有关部门协助，确保了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为
该区域实现由“煤废”到“美富”的华丽蝶变提供
了坚实保障。

治理之道：以产业振兴助力生态振兴

2025年暑运大幕已经拉开。作为一年中仅次于春运的客流高峰，暑运旅途中的儿童
乘客更多。尽管旅途漫长，但是身旁有家人陪伴，孩子们可以好好地享受假期、享受旅程。

图为14日中午，在济宁火车站出站口，一位家长用衣服为孩子遮阳。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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