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美莱西铺展新画卷
我市再添生态文明“金字招牌”
莱西入选省生态文明强县 美丽青岛建设不断丰富完善

全国知名茶产区青岛“打擂台”
2023青岛茶博会开幕 新中式茶饮引领茶业新风尚

2023/7/29 星期六

责编/蒋东亮 美编/李红芬 审读/岳蔚2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
财政厅发布2022年度山东省生态文明
强县名单，全省共10个县（市、区）入
选，莱西名列其中，成为全市继西海岸
新区和胶州市之后的又一生态文明强
县。近年来，莱西市把生态保护作为
发展底线，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提升。大美莱西，呈现出
一幅山清、水秀、岸绿、景美的生态画
卷。

精准治污保蓝天

莱西市多措并举，建立健全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体系。大力推动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调整，努力推
动高耗能行业关停及转型升级。积极
推进清洁能源供热，综合利用多种清
洁能源供热技术，构建以清洁供热为
主的供热体系。提高移动源污染防治
水平。全面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
货车，加强柴油货车监管，强化部门联
动，严厉查处冒黑烟违法行为；组织
重型柴油车安装车载诊断远程在线
监控装置，实时监控尾气排放情况。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管控，全力
减少移动源污染。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逐年增加，群众的“蓝天幸福感”越
来越强。为了确保水环境治理持续
改善，莱西市先后印发《莱西市深入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等文件，全面抓好流域断面水
环境质量改善和水质达标保障工作，
为群众守护一泓碧水。全面完成入
河排污口溯源及模块化管理系统试
点项目，建立全市排污口模块化管理
系统、排污口管理台账，形成了青岛
首个入河排污（水）口“一张图”，实现
断面超标、预警、溯源全链条管控。
印发《关于实施地表水环境质量生态
补偿工作的通知》，签订流域横向补
偿协议，对 12 个镇街实施流域生态补
偿考核，通过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和水
环境问题整改。2022 年，市控以上断
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70%，水质
明显提升。2023 年截至目前，莱西市
国省控河湖断面稳定达标并实现“双
跃升”。

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莱西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先后获国家第
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全国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等
荣誉。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严把生态准入关口。制定《莱西市“两
高”行业能效改造升级实施方案》，在铸
造、水泥等行业中能效水平较低企业率
先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优化水资
源配置，加强水资源管理，曾获评国家
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人居环境优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殷切期盼，保护好绿水青山和田园风
光，留住独特的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
是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莱西市着力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绿色生态文明，
建设清洁美丽乡村。各乡镇通过排污
治污、垃圾分类、公厕治理、发展乡村
旅游业等多种举措，整治人居环境，美
化乡村生态，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建
设美丽乡村实践路径。组织实施莱西
市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新增处理规
模 2 万吨/日，2022 年累计处理污水

3045万吨，污水处理率98.25%，城镇污
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覆盖率达到81%以上，铺设污
水管网约 2800 公里，受益农户 12 万
户；12 处农村黑臭水体已全部高标准
治理完成，并建立“健康卡”在水体附
近张贴公示。莱西市水集街道荣获

“2022 年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成就
奖”。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工作，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提质升级，垃圾分类“3X3”工作法初步
形成。截至目前，累计创建青岛市级
垃圾分类示范镇 3 个、示范村 105 个，
升级改造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 160 余
处、建设镇级厨余垃圾处置终端 4个、
村级处理设施50余处。

近年来，青岛市立足实际，坚持规
划先行、智库支撑、示范引领、“两山”
转化，把“美丽青岛”作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截至目前，全市共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4个，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
处，省级示范区和“两山”基地 8处、省
生态文明强县 3 个。美丽青岛建设在
探索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通讯员 华丽 谢冬平

小乡村藏着
发展大逻辑

产芝湖新村位于莱西市水集街道，
东临青岛“母亲”河——大沽河，北靠“半岛
明珠”——莱西湖。因临近水源地保护区，
工业发展受限，该村因地制宜高度重视生
态振兴工作，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
游，通过“强组织、亮村容、兴产业”，将生态
资源优势蝶变为乡村共富优势。产芝湖新
村先后获得“山东省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示
范村”“山东省幸福进家活动先进单位”“山
东省生态文明村”“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示范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山东
省美丽宜居村庄”等荣誉。

按照“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就地改
造”的原则，新村大力实施残垣断壁整治，
盘活闲置资产，建设口袋公园，全力开展
绿化美化行动；打造2公里荷花长廊观光
带，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夏季各品种荷花
竞相绽放，引来无数市民观光打卡。新村
致力发展生态农业，以土地流转为突破
口，发挥规模化优势，发展绿色经济，重点
打造特色水果产业、观光采摘休闲农业等
高效农业产业项目。现代农业产业园占
地1200亩，总投资近5000万元，园区内有
25个藤稔葡萄大棚，30个阳光玫瑰大棚、
500 亩遮雨式阳光玫瑰葡萄棚和占地
5000平米的“智慧农业中心”，是国家级的
特色葡萄产业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600多万元，群众增收3000多万元。

产芝湖新村的华丽变身，是莱西持
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缩影。“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昔日的小乡村奋力
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
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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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福建大红袍、黄山毛尖、
崂山绿茶……7月28日，一场精彩的茶
业盛宴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就
是2023第17届中国（青岛）国际茶文化
博览会暨紫砂艺术展。作为国内较有
影响力的茶叶行业品牌展会，本届茶博
会吸引了各大知名茶团和茶企，将在为
期四天的时间内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

精彩的茶业盛宴。
展会现场，全国

各大知名茶产区的茶
叶厂商都亮出了自己
的“绝招”，此外，还有
茶商带来了当下流行
的新中式茶饮，市民
可前往青岛国际会展
中心品茶论道。

近年来，普洱已成为茶叶中的主流
品种，在本次茶博会中，不少茶商都带
来了普洱茶饼。记者在中茶展台看
到，其中一面墙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普
洱茶饼，其中不乏价格上万元的稀有
品种。

中茶一级经销商戴金宝向记者展
示了一款名为中茶鼠年生肖老班章的

普洱茶饼，由于该品种十分稀有，其售
价达到21262元。戴金宝告诉记者，饼
茶的用料十分考究，是布朗茶曲明星山
头的原料，因此价格非常高。尽管售价
超过2万元，但戴金宝表示并不担心销
售问题，“好东西一定会有市场。”戴金
宝说。

热销的陈皮也成为茶博会上的“明
星”。陆羽云上茶社带来了新会核心产
区的陈皮，展台负责人介绍，新会由于
处在江湖海交汇处，非常适合陈皮生
长，因此新会陈皮名扬海内外。她向记
者展出了一款 2007 年出产的陈皮，由
于年份久远，这款重量120克的陈皮售
价达到8048元。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一些
茶商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式茶饮，天姥

山白茶带来了旗下“善谈茶室”品牌，
以老白茶为茶基，加入椰子、柠檬、芒
果等原料，制成果茶和气泡茶，深受年
轻人喜爱。

佳茗需好器，器好茶更香。本届茶
博会好物云集，不仅荟萃各地茗茶，极
具特色的名窑茶器更是琳琅满目，涵盖
非遗紫砂、景德镇原创陶瓷、各类茶具、
工艺品等众多精美佳作，尽显中华茶文
化风采，呈现生活茶与艺术性的完美结
合，打造“沉浸式”场景体验。器物美学
与茶文化氛围的有机融合，一定会让您
流连忘返！在展会现场，观展的王先生
兴致勃勃地说：“本届茶博会的茶好，茶
器更是佳品，这次收获满满，下届茶博
会我还要来！”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李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