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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48个世界地球日。今年地球日的主题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倡导绿色简约生活——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编者按：
关注“地球日”——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地球——孕育世上所有生命的母亲，保护这些生命得
以成长的本源。历史告诉我们，人类需要达成共识——爱
护自己唯一的家园，用科学和文化的利器克服已有的偏

颇，走向既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又顺应自然伦理的新生之
路。认真倾听地球故事，了解地球历史的沧海桑田，明白
地球资源的来之不易。讲好地球故事，把深奥专业的经历
体验知识技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好听、好看、好懂的科普
产品，全社会携手共进，全面规范个人的生产、生活和行
为举止，推动绿色生活，与地球和谐相处，实际行动来关

爱地球，推动社会经济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为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进。今天
让我们共同听听国土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故事，听听如何
才能更好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拥有绿色简约生活。让我
们一起努力，把地球绿色与美好的故事延续下去，带到未
来……

我市重视绿色发展，在《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明确了五年绿色发展目标：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水资源
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基
本控制，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建
成“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全市国土资源系统积极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绿色发展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保护资源、保障发展这根主
线，以绿色发展引领国土资源科学管
理，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守耕地红线，促进绿色发展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战略需要，是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保障改革发展
战略部署顺利推进的必然选择。我市
耕地人均不足1亩，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耕地占补平
衡压力巨大，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
峻。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市上下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层层落实耕地保护责任，连年完
成省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任务。积极推进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建立不可逾越的保护红
线。坚持优先把城镇周边易被占用的
优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严控城
市化进程加快对耕地尤其是对城市周
边地区优质耕地的挤占，给子孙后代

留下良田沃土。为确保划定工作科学
规范有序开展，提请市政府印发《枣
庄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方案》，
中心城区划定成果已经国土资源部批
准，山亭、台儿庄、滕州城市周边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已经省政府批准，市
区两级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已获批
准。目前，我市正积极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落地块、明责任、设标
志、建表册、入图库”五项任务，预
计 5 月完成，全市 304.268 万亩基本
农田将得到永久保护。加大土地整治
力度，全市耕地提质增量。去年立
项、实施的市、区（市）土地整理项
目27个、规模2.5万亩，实现新增耕
地6840亩。“十三五”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任务全面启动，4个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已立项，预计可建设高标
准农田4.38万亩。同时，积极推动历
史遗留土地整治项目，全市 13 个历
史遗留土地整治项目全部竣工验收。
精心抓好已立项、实施的 27 个、2.5
万亩土地整理项目，挖潜后备资源潜
力，立足本市缓解耕地占补压力。积
极向上级争取原国家级和省级已经立
项的土地整治项目的新增耕地用于占
补平衡的政策，申请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的统筹，综合运用耕地提质改造、
单选工程承诺制等措施保障绿色发展
用地需求。加强国土执法，完善耕地
保护长效机制。以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监督检查工作为抓手，严厉打击各类
非法占地，尤其是非法占用农用地建
设行为。制定了《枣庄市破坏耕地种
植条件鉴定暂行办法》，为有效打击
破坏耕地行为奠定基础。

坚持节约集约，促进绿色节地

围绕农村、城市、园区三大节地
工程，建立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节约
集约用地写入 《市政府工作报告》，
先后推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节
约集约用地的意见》、《关于开展节约
集约模范县创建活动的通知》、《关于
实行建设用地标准控制制度的通知》
等多个文件，全市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体系不断完善。推进城乡存量建设用
地挖潜利用和高效配置，提高存量用
地在土地供应中的比重。推进建设用
地多功能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向地
下要发展空间，实施地下空间土地使
用权出让。去年，对市中区三角花园
西南片区棚改项目的地下空间三层和
远航未来城地下空间二层的178.36亩
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为全市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作了有益探索。统
筹城乡用地，扎实推进增减挂钩工
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以
来，我市实施 22 个“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盘活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 6081 亩，安置用地 1036.48 亩，
结余周转指标 5272.48 亩。加大工矿
废弃地整治。全市共开展工矿废弃地
复垦调整利用项目 10 个，总拆旧规
模 715 亩，可新增耕地面积 711 亩。
积极盘活闲置低效用地。全市共清理
处置闲置土地 54 宗，3257.883 亩。
开展园区清理专项行动，清理园区内
僵尸、空壳企业 19 家，通过租赁、
转让等方式，盘活土地面积 233 亩。
做好老工业区改造，先后盘活了市南

工业区原化肥厂、磷肥厂等国有存量
土地 22 宗、479 亩。深入挖潜棚户
区、城中村、老工业区存量建设用
地，2013 年以来，全市涉及棚户区
改造项目供地 3569.41 亩，在不增加
新增建设用地的情况下，通过实施城
中村改造，腾出建设用地2214亩。

整治地质环境，实施绿色修复

按照市人大决议，市委、市政
府部署，全市上下深入开展露天矿
山及矿山地质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各
级各部门齐心协力，狠抓落实，五
年来，累计关闭露天开采矿山 82
个，实现应关尽关，露天开采矿山
关闭任务全面完成。积极争取部、
省矿山地质环境整治资金支持，实
施 79 个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预计投
入资金 8.9 亿元，废弃煤矿井口、
废弃工业广场、废弃铁矿坑、破损
山体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部位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形成了市中露
天开采铁矿区、店韩路黄风口、黑
风口，山亭双山，石榴园南部和北
部山体，枣木高速笃山口等治理示
范区，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取得
了良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打击
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专项行动，
进一步规范开采秩序，推动土地执
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全面落实，持
续严厉打击私挖盗采等行为，加强
矿产督察管理，建立健全矿政管理
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及考核奖惩
机制，巩固露天矿山关闭成果。

坚持绿色发展引领 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王珠 梁效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国土资源部姜大明部长
指出：“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
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要高度重
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近年
来，滕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三
区两线”破损山体修复治理为
重点，大力开展山体绿化、美
化工程，改善山体生态景观，
恢复山体生态功能，取得了显
著成效。

顶格规划，构建科学合理
生态格局。生态保护，规划先
行。去年以来，该局聘请省煤
田地质局先后10余次对辖区
内山石资源踏勘论证，科学编
制了《滕州市第三轮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通过召开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总体方案听证
会，面对面听取社会各界对资
源开采和山体修复的意见和
建议。新规划更加突出山石
资源的保护，大幅压减了开采
区面积，将滨湖镇、大坞镇、木
石镇等8个镇的山石资源全部
划为禁采区，禁采区面积占山
石资源总面积的90%以上。

因地治理，探索兴绿惠民
新模式。针对不同区位、不同
类型的损毁山体，综合运用土
建、生物等技术途径，因地制
宜、一地一策、分类施策。对
破坏程度较轻、坡脚平缓且具
备土地复垦条件的破损山体，

开展整理造地，复耕绿化，先
后复垦耕地 1300 余亩，既解
决了资金短缺难题又增加了
农用地。对山体破坏严重的
山体，组织专业队伍恢复植
被，宜树则树、宜草则草、宜花
则花，先后绿化破损山体面积
150 余万平方米。对悬崖陡
峭、悬石林立等地质灾害易发
区域，采取清除滚石、削减边
坡等措施消除不稳定采石面
的安全隐患，累计卸载危岩体
200 余万方。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编制完成了《滕州市地
质灾害防治方案》，发放《地质
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130 余
份，明确了地质灾害防范的措

施，建立和完善了群测群防网
络，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

强化监管，严打违法开采
盗采行为。随着山石资源需
求的激增，开采规模不断增
大，给山体生态带来了严重冲
击，尤其是京沪高铁、京福高
速两侧山体开采，不仅造成视
觉污染，影响我市形象，更是
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自然
风貌。该局积极联合有关部
门，对“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
的矿山企业开展了集中整顿，
对采矿许可证到期的矿山，依
法注销采矿许可证，停止一切
损坏山体的建设审批。对手

续齐全的合法企业，积极宣讲
政策，加强说服教育，引导逐
步关停。铁腕治理违法露天
开采企业，采取没收设备、从
重处罚等措施，坚决依法关
停。截至 2016 年底，全市 32
家小型石材矿山企业全部关
闭。

截至目前，全市共爆破卸
载危岩体 2.6 万立方，回填土
石 15 万立方，种植侧柏和爬
山虎等苗木 9100 余株，播撒
草种面积 16 万余平方米，新
增林地面积110余亩，建设了
一条绿色走廊，推动了区域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融合发展。（刘何 张志超）

加强破损山体治理 尽显滕城山色之美

省国土资源厅、团省
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决
定在 2017 年“4·22”世界
地球日和“6·25”全国土
地日期间举办第六届地科
杯“珍惜资源爱我国土”有
奖征文活动。为推动我市
征文活动的广泛持续深入
开展，进一步普及土地资
源、矿产资源、测绘地理信
息等科学知识，不断增强
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对国土资源国情和省情的
认识，现将征文活动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文内容和体裁
征文以“珍惜资源爱

我国土”为主题，紧密结合
当前国土资源工作实际，
既可以畅谈自己对保护和
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土地、
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的
重要性认识，也可以对国
土资源管理工作取得的成
就进行评论；既可以对土
地流转、土地整治、矿产开
发、测绘地理信息等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解
剖，也可以对国土资源管
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等。体裁不限。

二、参加人员

2017 年山东省中小
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
生、关心国土资源事业的
社会各界人士。

三、征文时间
2017 年 4 月 20 日一

2017年6月26日(以收稿
日期为准)。

四、奖项设置
征文分为中小学组和

社会大众组，奖项分别设
置。两个组别各设一等奖
10 名，奖金 800 元；二等
奖 30 名，奖金 400 元；三
等奖 60 名，奖金 200 元；
优秀奖若干名，奖品各 l
份；优秀配图奖若干名，奖
品各 1 份；“优秀组织奖”
若干名。中小学组一、二
等奖获奖学生的指导教师
将被授予“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奖品各1份。一、二
等奖征文将结集出版，并
推荐部分一、二等奖获奖
作品在《中国国土资源报》

《山东青年报》《齐鲁少年》
《山东国土资源》《山东教
育报》以及山东省国土资
源厅官方网站等媒体上刊
登。

五、投稿要求
(一)作品要求：必须

为原创首发，作者保证拥
有该作品(包括所配图片)
独立、完整的著作权，并保
证该作品不侵犯第三方著
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在内的任何权利。

凡违反上述规定导致
相关纠纷的，一切法律责
任均由投稿人本人承担。

(二)内容要求：征文
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感情
真实、条理清楚、视角新
颖、文字流畅，语言文字、
标点符号符合国家规范；
征文内配图清晰，JPG 格
式 ，图 片 大 小 不 低 于
4MB。

内容体裁不限。
(三)格式要求：作者

统一按照《第六届地科杯
“珍惜资源爱我国土”有奖
征文格式》(请查阅省国土
资源厅网站通知公告栏)
编写提交。每件作品需提
交纸质和电子版各 1 份，
有配图的同时单独提供
JPG格式配图图片1份。

(四)投稿数量要求：
同一作者投稿数量不超过
2 篇，中小学组同一作品
指导教师不超过1人。

六、投稿方式

中小学组以学校为基
本单位统一组织并上报；
社会稿件直接邮寄至枣庄
市国土资源局，社会稿件
投稿地址：枣庄市新城光
明大道 3699 号。联系电
话：0632-3285007；投稿
邮 箱 ：zzgtzy@163.com，
联系人：王珠，梁效彬。

获奖情况请于 2017
年 10 月份关注省国土资
源厅、团省委、省教育厅和
省少工委的相关通知公
告，市国土资源局会根据
投稿所附联系方式及时联
系获奖人。

七、相关声明
(一)征文属社会公益

宣传，不收取任何费用，不
退稿。

(二)主办方有权采用
获奖作品进行公益宣传活
动，如出版成册、宣传展览
等，主办方不再向作者另
行支付稿酬。

( 三) 参 与 本 次 征 集
活动的所有投稿人，均
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要
求。

(四)主办方拥有活动
的最终解释权。

第六届“地科杯”“珍惜资源 爱我国土”
有奖征文启事

薛城严厉打击违法采矿
薛城区积极部署开展严厉打击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专

项行动。该区成立了以区政府区长任组长的区严厉打击违法
开采矿产资源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细化分工，做到“三个
明确”：明确重点区域、重点矿种、重点对象和重点项目；明确
镇(街)政府为打击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责任主体；明确
镇（街）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村（居）主要负责人相关责
任。定期组织暗访，对镇(街)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实
行周调度、月通报。不定期在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多发频
发的镇(街)召开现场会，由镇(街)主要负责人现场检讨工作，
查摆问题。 （刘春海）

山亭划定地质环境保护区

该区坚持规划先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先后编制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山石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矿业权设置方案等
文件，明确开发利用方向，确定重点矿区和开发利用的重点矿
种，界定管控区域对象，规范开发利用秩序，确保实现全区矿
产资源勘查、保护、开发的科学布局。该区将地质公园、风景
名胜区、国家生态公益林、城市规划区、省道两侧可视范围统
一纳入保护范围，划定了熊耳山-抱犊崮国家地质公园等15
个保护区（禁采区），受保护面积占总面积的33.7%。灵山秀
水，林海果园，使山亭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枣庄后花园，山亭区
先后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经济林之乡、全省生态建设
示范县和国家级生态建设试点县。 （李现军）

市中打击非法盗采力度大
3月下旬，市中国土分局开展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及

清理砂石料厂工作专项行动，重点对非法滥采、违法加工矿产
资源的组织者、参与者严厉打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
私挖盗采违法行为，维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区政府督
查室和国土分局组成验收组，对拆除情况进行现场验收督查，
坚决杜绝拆除“走过场”，对拆除不彻底、清理不到位的不予通
过验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巡查26次、夜查3次，查扣勾
机电脑板2块；全区范围内已排查出的石子加工点已基本完
成运输带、筛子、支架、破碎机拆除工作；对全区5个镇和光明
路街道范围内69家石子加工点采取断路、断电、断水、拆除生
产加工设施、填平场地等措施予以关停，从源头切断私挖盗采
利益链，也有效配合了城区扬尘治理。 （孟祥增 赵海峰）

峄城强化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
峄城区高度注重生态保护修复，认真贯彻执行《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积极组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矿山复绿
项目。2010年以来，全区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矿山复绿
项目9个，其中，资源枯竭型 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4
个、省级矿山环境治理示范项目1个，矿山复绿项目2个，争
取专项治理资金1.095亿元。通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林地1230亩、草地270亩、耕地113亩、水塘82亩，矿山
环境治理取得初步成效。同时，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督促采矿权人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
履行治理恢复义务，边开采、边治理。 （纪力宁）

台儿庄强化土地整治

近年来，台儿庄区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10个，土地整
治项目总规模18.6万亩，土地整治总投资17261万元，增加有
效新增耕地面积 3746 亩，新建提水站 26 座，新打机井 158
亩，新建灌溉渠道91.01千米，铺设PVC灌溉管道125.23千
米，新建桥涵闸1396座，硬化田间道路105.79千米，为生态
农业建设夯实了基础。该区还不断拓展土地利用空间。强化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宏观控制和引导作用，用地指标优先保证
能源、交通、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优先
向高产出低耗能绿色发展产业倾斜。先后启动“增减挂钩”项
目 5 个，新增耕地面积 2477 亩，节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234.9亩，保证了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王伟）

高新区大力实施谷山和袁寨山破损山体综合治理
市高新区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积极改善

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该区争取国家资金1500
余万元，开展谷山和袁寨山破损山体综合治理工程，截至目前，
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届大力支持下，谷山和袁寨山危岩清理、
削坡、场地整平、渣土回填和种植土回填已全部完成，完成总工
程量的80%以上。两山体治理区均已开始植树复绿，破损山体
焕发出绿色生机。工程完工后，谷山和袁寨山的面貌将焕然一
新，不仅消除危石，确保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治理后的山体
生态环境将极大改善，形成良好的生活、投资环境。 （史建峰）

一、获奖教师

优秀指导教师 马键键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获奖学生名单

一等奖 田 富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刘琳娅 滕州市至善中学

优秀奖 倪祥焕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邢士煜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张 萍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杨 铭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杨清文 滕州市滕南中学

蒋昊辰 滕州市至善中学

秦 奋 薛城区南临城小学

姜虹羽 山亭区实验中学

王一平 山亭区实验中学

王明欣 山亭区凫城镇张庄小学

万子悦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

刘福玉 台儿庄古城学校

曹梦琦 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小学

三、优秀组织单位

枣庄市教育局、枣庄市国土资源局、

枣庄市少工委、滕州市教育局、滕州市国

土资源局、滕州市第二中学

全省第五届“地科杯”

“珍惜资源 爱我国土”有奖征文

我市荣获省级奖励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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