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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圆玉润樱桃谷
本报记者 刘 成

珠圆玉润樱桃谷
本报记者 刘 成

交通：自驾车从青银高速夏庄口下高

速，转214国道，再转银河路，共约25分

钟即可到达。

美食：游客不仅可以到樱桃园里大快朵

颐，还能吃到山野菜、崂山蘑菇、崂山土鸡、

崂山水库鱼等当地特色美食。

视频地址：http://cen.

ce.cn/more/201406/

26/t20140626_

3049062.shtml

车子沿着崂山水库北岸弯弯曲曲的柏
油山路行驶，记者一路欣赏着水库波光粼
粼的水景，不知不觉间就到了目的地——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 峪社区。

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似的山村：在群山
环抱中，一条约 10 里长的河谷清水潺潺，
一幢幢红瓦石屋点缀着浓浓的绿色，分布
在河谷两侧的山脚下。再往两边山坡看
去，便是更加茂密的树林，绿树丛中红樱
点点，似红宝石挂满枝头，晶莹剔透，沁
人心田。 峪樱桃谷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
生态景区。

“樱桃花开的时候，这里最像世外桃
源。”在村口等着记者的村党总支委员杨熙
珍开心地说，“这漫山遍野的樱桃都熟了，
到了大饱口福的时候了。”

峪地处崂山水库上游，有 1500 多户
人家，素有“齐鲁第一樱桃谷”之称，早
在明清时代就以盛产樱桃而闻名。然而多
年来，当地樱桃却因交通不便以及缺乏推
介而“地处深山少人识”。为了保护水源
地，农民又没有其他副业，生活比较贫
困，成了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我们能够摆脱贫困，多亏了上级的支
持。”杨熙珍告诉记者，为彻底改变当地的
落后局面，城阳区先后申请立项了青岛市
扶贫开发项目，建设了以樱桃为主的经济
林基地 500 亩，引进了包括名优樱桃等新
品种苗木 10 万余株，为农民提供了栽植培
训、科技管理、销售服务等多项无偿服
务，特别是投资百万元打造了“樱桃山

会”。“樱桃山会一开，呼啦啦涌进几十万
游客，樱桃成了稀罕东西，价值也高了，
村民家家户户都抢着栽种樱桃树，现在全
村已种植樱桃树 6000 余亩，17 万余株，
年均产量 80多万公斤。”

“樱桃山会”让珠圆玉润的樱桃成为
峪人的致富之宝。“我们已经在这儿玩 3 天
了，在樱桃树下边吃樱桃边聊天，身心放
松，朋友们都喜欢来。”在村民王秀芳的樱
桃园里，记者遇到从青岛市区带着朋友来
吃樱桃的游客郭秀清。郭秀清说，“第一次
来的时候，王秀芳的女儿摘着摘着樱桃就
哭了，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是累的，樱桃
摘不完啊，从那以后，我就把这里当定点
了，每年要带十几拨朋友来，吃完了还带
走一些。”

“多亏了樱桃山会啊。”60 岁的王秀芳
感慨地告诉记者，2000 年前后还没有“樱
桃山会”，樱桃只有靠自己摘，而且价格每
斤只有两三元，那时唯一的销路就是等着
小贩上门，一年下来收入只有千余元。“现
在游客主动上门来吃，樱桃的价格也涨到
每斤二三十元，是十几年前的 10 倍，我们
家 200 多棵樱桃树，每季樱桃进园采摘加
上零售，一个月下来能收入 2万多元。”

随 着 “ 樱 桃 山 会 ” 知 名 度 的 不 断 扩
大，“农家乐”也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如今， 峪常年从事农家宴的农户
就有 50 余家，从事季节性农家宴的农户也
有近百家，崂山水库鱼、仙人腿等当地特
色菜已成为游客们每到樱桃山会必品尝的

农家口味。“宝泉农家宴”的老板娘王秀菊
告诉记者，她刚开始做农家宴时，只有 1
张桌子，连凳子都是从邻居家借的。现在
已经有 22 张桌子，其中 12 个单间，能同时
接待 200 多人。“旺季一般是两个月时间，
挣个五六万元没问题。”王秀菊说。

“我们现在又开始在如何拉长旅游周期
上做文章了。”夏庄街道宣传科王晓顺告诉
记者，由于樱桃成熟期较为集中，以往当
地的旅游高峰都集中在樱桃山会开幕前后
的几天时间，拉长旅游周期使山区果农获
得最大的收益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区里近几年投入大量资金在东部山区
建设集健身、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登山路
径。其中，仅 峪就建有登山路径 80 多公
里，将‘长寿松’、‘货郎鼓石’等连成一
线。现在， 峪已告别了往年‘几天热’
的窘迫，成为青岛众多登山爱好者和摄影
爱好者争相前往的胜地了。”王晓顺说。

山里的樱桃 （资料图片）

山中美景 （资料图片）

本报广州 7 月 20 日电 记者庞

彩霞从广东省财政厅获悉：广东省财
政今天紧急安排 8000 万元资金支
持“威马逊”救灾复产重建工作。这
8000 万资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预
拨 省 级 救 灾 复 产 重 建 补 助 资 金
7000 万元，其中湛江市 5000 万元，
茂名市、阳江市各 1000 万元，由各
市统筹安排用于救灾复产重建工

作；二是下达自然灾害生活应急补
助资金 1000万元。

为加快推进防灾减灾，当地官
兵也纷纷取消休假。从 19 日开始，
广东茂名边防支队深入村庄，上门
询问群众受灾情况；驻 守 海 滩 ，检
查渔船受损情况；开展巡逻，劝导
游客远离海岸，确保辖区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记者张

雪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获悉：水文监测表明，长江上游干支
流及湖南湘资沅澧四水总体呈退水
态势，其中长江上游支流乌江及湖
南四水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同时，受上游及洞庭湖水系沅
江、资水等来水影响，长江中游干

流及洞庭湖水位近期出现明显上
涨过程。

根据当前长江流域防汛形势，
按照《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
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将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调整为Ⅳ级，要求湘鄂两
省继续做好巡堤防守和抢险救灾工
作，确保防洪安全。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记者乔

金亮报道：农业部今天紧急部署当前
防汛抗旱工作，要求各地加强汛期
值守，做好灾情调度，对重灾区要采
取蹲点包片，指导地方抓好防灾抗
灾。做好种子、肥料和柴油等农业
生产救灾物资的调剂调运，指导受
灾农户及时改种短生育期农作物，
努力做到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不

减产、非灾区多增产。
当前正值防汛抗旱的关键时期，

也是秋粮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农
业部要求，东北地区要突出防秋旱和
早霜，科学调控肥水，促进早生快发，
确保安全成熟。南方地区要突出防
高温热害、低温阴雨和寒露风，特别
是双季稻区要抢晴抢收，及时腾茬，
适时移栽，落实好面积。

农业部紧急部署农业防汛抗旱工作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记者张

雪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获悉：今年第 9 号超强台风“威马逊”
今日 4 时在云南文山自治州西畴县
降为热带低压，8 时停止编号。截至
7月20日统计，超强台风“威马逊”共
造成海南、广东、广西 3 省区的 59 个
县（市、区）、742.3 万人、468.5 千公
顷农作物受灾，3.7 万间房屋倒塌，

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265.5 亿元，登陆
附近区域的电力、供水、道路、电讯
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海南海口、文
昌和广西北海、防城港等地一度出
现大面积停水停电，局部地区一度通
信中断。

目前，“威马逊”的影响尚未完全
结束，国家防总要求有关地区继续做
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本报海口 7 月 20 日电 记者何

伟报道：超强台风“威马逊”过后，海
南已全面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海口主城区 43 家农贸市场中
的42家已正常营业，由于今明两天过
海蔬菜数量充足，储备菜需要消化，
预计未来3天销售价格不会太高。”海

口市商务局局长符明全告诉记者。
同时，水、电、通讯等设施的抢修

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抢修工
作还在紧张进行中，我们努力确保
海口主城区今晚恢复供电。”海南电
网公司海口供电局应急办公室主任
佘光学说。

□ 海南：争分夺秒抢修水电通讯设施□ 海南：争分夺秒抢修水电通讯设施

□ 广东：8000万元救灾资金已到位

日前，武汉市公布了全市 9 个
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数据显示，近
段时间，武汉空气质量总体好转，但
空气污染问题依然不可小觑：江岸
等区扬尘漫天；江夏等区堆场无覆
盖；硚口等区工业烟尘污染；黄陂等
区垃圾焚烧黑烟滚滚⋯⋯对此，武
汉市市长唐良智深有感触，“为了市
民生活、为了发展经济，必须痛下决
心治理空气污染。”

武汉市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
重要措施之一是，从今年一季度
起，不止考核各区空气质量，还要
每月公开排名。这一举措让许多
区长苦不堪言——

青山区表示，“青山区先天不
足，肯定排最末名”。作为老工业
区，青山区工业能耗和排污总量
大。据介绍，该区煤炭年消耗量
2251万吨，约占全市一半，地区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市的 60%左右，
其中 8 成以上来自武汉的央企。这
些大企业排污管辖权都在省级和市
级环保部门，区级政府管不了。

东西湖区也有苦衷。该区是物
流大区，主要道路日车流量约 12 万
辆，其中六七成是大型货车，而一辆
大货车的 PM2.5排放量相当于 15 辆
小轿车。

东西湖区空气监测点位于吴家
山，这里以往比较偏僻，周边空气质
量很好。但近年来，该监测点周边
工业项目迅猛发展，在 2 公里半径
范围内，已集中了武汉统一食品有
限公司、亚东水泥厂、汇通物流、中
远物流等数十家大型物流企业，还
有 2000 多 家 小 型 物 流 公 司 。 其
中，各类化工厂、水泥厂、食品厂工
业排放居高不下。仅一个亚东水泥
厂，每年排放 200 吨粉尘，就占全区

粉尘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江汉区也觉得自己在考核中

处于不利位置，“我们区面积小，
四周高楼林立，车流集中，污染物
扩散困难。”

各区都叫苦叫难，空气污染真
的没办法治理了吗？

武汉市副市长张光清十分肯定
地说，在武汉空气污染源中，许多方
面是可控的，只要把本地污染源管
好，雾霾浓度可大幅下降。张光清
表示，各区管好工业中的电厂、钢铁
厂和水泥厂，管住野蛮拆迁，把在建
工地硬化打围，取缔小的污染作坊，
肯定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没有精细化管理，就没有好的
空气。”武汉市环保局局长丁雨说，
治霾就是要转方式、调结构，大企业
可用科技手段减少污染。小企业应
集中到园区，实行统一管理。

压力之下，各区纷纷开始行动。
根据市政府下达的考核目标，

东西湖区 PM10和 PM2.5年均浓度应
比去年分别下降 8%和 5%。4 月 22
日起，该区对吴家山实施限行，大型
货车只能从金山大道绕行。对排
污大户亚东水泥厂，东西湖区决定
下大力气动员搬迁。双方在多次
协调之后，终于确定了两种思路：
一是仅把仓储留在该区；二是全部
搬走。目前，搬迁方案还在紧锣密
鼓地商谈中。

拥有武钢、石化等大型国企的
青山区，首先着手“消化”戴家湖一
带的粉煤灰。这一带常年露天堆放
12 万吨粉煤灰，周边居民多年不敢
开门开窗。5 月份开始，该区环保
局多次联系协商，终于和华新水泥
等多个公司达成协议，一次性购完
粉煤灰。武钢、石化、青山热电厂和
武重铸锻 471 厂这 4 大省控、市控
企业，都是青山区环保学会会员单
位。近期，青山区又为 4 大企业的
二三级企业提供了专项资金，用作
技术改造。武钢安环部、青山电厂
和石化承诺，今年将投入 11 亿元削
减烟尘等排放。

此外，据武汉市农业局介绍，
该市禁止焚烧秸秆，各类环保企业
通过“订单收购”的方式向农户收
秸秆，并主要采取肥料化、饲料化、
基料化、能源化等方式对秸秆进行
综合利用。去年，武汉市农作物秸
秆总量达 254 万吨，基本上全部回
收利用。

武汉市农业局表示，今年市政
府已投入 200 万元资金用于补贴综
合利用秸秆的企业，以更好地激励
企业收购秸秆。

上图 7月19日，一对母子在武

汉市新洲区一片向日葵前合影。得

益于武汉空气质量的好转，“赏花

游”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湖北武汉市将各区空气质量列入达标考核，各区克服畏难情绪，千方百计

找途径，寻出路，可谓——

办 法 总 比 困 难 多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武汉市日前出台规定，对全市各城区治理雾霾工作实行达标考核，考核采取百

分制，PM10和 PM2.5浓度指标的权重高达 70%，各区得分和排名将每月公布。然而，

各区条件不一、空气跨区流动，这项考核该如何量化？空气污染该怎么管？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记者
沈慧从环保部获悉：6 月份重点区
域及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日前
出炉。结果显示，6 月份京津冀空
气 质 量 平 均 超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51.5%，主要污染物为 O3（臭氧），其
次为 PM2.5。

根据 6 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
“红黑榜”，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
10 位城市分别是邢台、唐山、南京、
石家庄、济南、邯郸、武汉、徐州、保
定和宿迁；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10 位城市是海口、珠海、舟山、惠
州、深圳、拉萨、中山、张家口、昆明

和厦门。海口、昆明、厦门、贵阳、乌
鲁木齐等 5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
为 100%。

6 月份，我国平均空气质量有
所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74 个城
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 71.7%下降
到 69.9%，降低 1.8个百分点。

又讯 记者沈慧报道：环保部
日前通报 2013 年环境行政执法后
督察情况，结果显示，7 成以上环境
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
介绍说，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环
保部对 2012 年查处和重点督办的
93 起环境案件开展了环境执法后
督查。93 起案件中，70 起案件涉及
的环境问题已处理处罚到位，执行
到位并基本整改到位的占 75.3%，
19 起案件仍在整改中，但也有 4 起
案件未能有效整改。

6 月京津冀污染天数过半
主要污染物为臭氧，其次为 PM2.5

本版编辑 韩 叙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调为Ⅳ级
国家防总要求湘鄂继续做好巡堤防守

超强台风“威马逊”降为热带低压
后续影响尚未结束 灾后重建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