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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牡丹如何飘香海外
大众日报记者 张依盟 王兆锋

4 月的菏泽春阳和暖， 牡丹盛放。
多国驻华使节 、 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各
界代表齐聚 “中国牡丹之都 ”， 同赴
2024 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 共商文
化传播策略， 共绘合作发展蓝图。

以 “和 ” “成芳菲 ” 为主题的牡
丹艺术装置 ， 绚丽多姿 ； 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曹县江米人作品 《牡丹十
二钗》， 栩栩如生； 经过 72 道工序编织
的鲁锦 ， 巧夺天工……会场外 ， “山
东手造 创艺菏泽” 展示专区和 2024
沿黄省 （区 ） 牡丹摄影作品展前 ， 与
会嘉宾纷纷驻足 、 拍照 ， 直观感受牡
丹之美， 内涵之丰富。

九曲黄河孕育了古老伟大的中华
文明 ， 润泽着美丽富饶的齐鲁大地 ，

浇灌出灿若蒸霞的菏泽牡丹。 一朵花，
架起了对外沟通的新桥梁 。 “中国有
句老话 ， 朋友越走越近 ， 亲戚越走越
亲 。 这次来到菏泽 ， 让我感受到了牡
丹的极致魅力。 愿中国牡丹花开全球、
遍洒芬芳 ， 成为两国友谊的永恒见
证。” 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金
盛在致辞中表示。

菏泽牡丹历史悠久 ， 文化底蕴深
厚 。 主旨演讲环节 ， 多位嘉宾表示 ，
牡丹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一种花卉 ，
更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 是推
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和对外交流的重
要载体。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建
议以牡丹为媒 ， 就牡丹培育 、 花卉展
览、 牡丹园建设等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创新传播牡丹文化，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深耕一朵花 ， 培育一条链 。 近年

来， 菏泽推动牡丹种植、 加工、 商贸、
文旅等深度融合 ， 成为全世界面积最
大、 品种最多的牡丹生产基地 、 科研
基地 、 出口基地和观赏基地 。 外交学
院副院长 、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
孙吉胜认为 ， 一方面 ， 要传播好文化
符号后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和理念 ； 另
一方面 ， 要传播好中国的发展实践 。
菏泽不仅因牡丹而著称 ， 也因牡丹而
发展 。 讲好菏泽的牡丹故事和发展故
事， 也是传播好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

“牡丹与黄河文化交融共生” “让
‘网红’ 变 ‘长红 ’” “数字技术赋能
菏泽牡丹文化 国 际 传 播 ” “ 让 非 遗
走 进 生 活 ， 推 动 牡 丹 文 化 海外传
播” ……在圆桌讨论环节， 6 位中外专
家学者围绕 “推动牡丹沿黄入海走向
世界” 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畅所欲言，
凝聚共识 ， “让世界了解黄河文化 、
爱上中国牡丹”。

牡丹广受民众喜爱且寓意美好 ，
是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注脚 。 为
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牡丹篇 ， 菏泽市
发起 “牡丹出海 ” 项目 ， 论坛现场举
行了保加利亚牡丹园建设项目启动 、
牡丹文化海外传播站 （马六甲站 ） 揭
牌仪式。

今年 ， 菏泽牡丹将陆续落户保加
利亚索非亚市 、 普罗夫迪夫市等 ， 让
当地受众近距离欣赏中国牡丹的锦绣
多姿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牡丹象
征着优雅 、 和谐和繁荣 ， 我也希望我
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 继续以实现
和谐与繁荣为目标。” 保加利亚国民议
会副议长、 保中友好小组主席聪乔·加
内夫说。

论坛期间 ， 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 ， 在增进人文交流 、
文化交融中 ， 让国色花香传更远 、 和
合之声永流传。

枣 庄 山 亭 绿 水 青 山 有 价 了
大众日报通讯员 任强强 代 娟 记者 张环泽

216.83 亿元，枣庄市山亭区的绿水
青山“有价”了！

作为山东省省级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 22 个试点地区之一 ，
枣庄市山亭区大力开展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工作，加速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新路径，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努力把山
亭区绿水青山“好颜值”转化为金山银
山“好价值”！

全面摸清生态产品底数是盘活生
态资源资产的前提。 自开展试点建设以
来，山亭区立足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等
禀赋优势，扎实开展全域生态产品信息
调查，重点调查优势特色农业 、生态旅
游等典型生态产品产出能力，全面掌握

生态产品数量、空间分布、经济价值、生
态价值等基本信息，形成了具有山亭区
地域特色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扎扎实
实为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打好了“地基”。

系统开展 GEP 核算，夯实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基础 。 山亭区通过科学量
化核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有
效带动了全区生态产品增值 、绿色发
展提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 目前山
亭区 GEP 核算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区生
态产品总值 216.83 亿元，为全区 GDP 的
1.63 倍， 单位面积 GEP 价值量 21.27 万
元/公顷， 人均 GEP 价值量 5.42 万元。
从总值构成来看， 其中物质供给 35.48
亿元，占比 16.38%；调节服务 157.08 亿
元，占比 72.43%；文化服务 24.27 亿元，
占比 11.19%。

深化调节服务，打通“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之间的转换渠道。 山亭区充

分发挥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
洪水调蓄、空气净化、水质净化、固碳 、
释氧、局部气候调节等调节服务的关键
作用，上述工作分别实现生态价值 16.52
亿元、62.84 亿元、0.15 亿元、13.11 亿元、
0.35 亿元、0.24 亿元、2.24 亿元 、1.44 亿
元、60.19 亿元。 通过对绿水青山的“量
身定价”，助推银行“点绿成金”，全区初
步实现银行预授信 46 亿元。

筑巢引凤，强化平台支撑畅通生态
富民路径 。 打造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强化产品交易平台建设是山亭区
推进生态产品增值 、 畅通生态富民路
径的重要举措之一 。 通过积极探索实
践， 山亭区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山东生
态产品交易中心和鲁南 “生态银行 ”，
其建设案例入选新华网 《2023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案例汇编 》。 其
中， 山东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成功获批
全省标准化试点建设单位 ， 通过在阿

里资产官网山东政府专场挂牌初级农
产品、农副产品等，开展抖音电商直播
带货及 “抖店 ”运营 ，是山亭区把生态
产品转化为发展资本 ， 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实力 ， 推动生态富民和价值
实现的一个缩影。 鲁南 “生态银行 ”通
过把农户 、集体、合作社等产权主体分
散的生态资源存进“生态银行”，整合成
不同的资产包 ， 推进规模化市场化运
营 ，助力农民增收 、产业增效 、产值增
长。 目前 “生态银行 ” 已获得农商行
1000 万元生态基金授信， 全区分布式
光伏和村集体扶贫光伏项目都签订了
“生态银行”存入协议，进行“保姆式”入
户安装并统一包装申请开发 CCER 指
标；旅游特色村、古村落加快赋能整合，
包装打造成优质的生态文旅项目以实
现绿色增值，切实走出了一条既有 “含
金量”又有“含绿量”的山亭生态发展道
路。

扬州乡村建设经验获全国推广

扬州日报讯 记者获悉，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在近期编
印的第 22 期《建设工作简报》中，以《扬
州市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打造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为题，推广介绍了扬州乡
村建设的经验做法并向全国推广。

工作简报中写道：“近年来，江苏省
扬州市加快推进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聚焦提升农房品质、改善人居
环境、塑造乡村特色风貌，充分挖掘利
用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等乡村资源，带
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完善、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全面提
升乡村建设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同时，工作简报重点介绍了扬州乡
村建设的“六个发力”。 即：在科学规划
上发力，确保方案“优”；在改善住房条
件上发力，推动品质“提”；在人居环境
整治上发力，推动生态“美”；在传承文
化上发力，助力特色“显”；在村民参与
上发力，展现乡风“好”；在示范引领上
发力，展现乡村“特”。

扬州乡村建设何以引发住建部关
注？ “近年来，扬州在乡村建设中不断创
新，破解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推进镇村
高标准建设，更好更快发展。 ”市住建部
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我市主要在五大
方面进行了工作创新，即：服务创新，提
升建设水平；协同创新，形成部门合力；
产业创新，实现村强民富；品牌创新，扩
大宣传推介；引领创新，推进示范区建

设。
该负责同志介绍，在“产业创新，实

现村强民富”方面，我市坚持产业优先
理念，大力发展有优势、有潜力、能成长
的特色产业，促进村镇集体经济实力不
断壮大，农民收益不断增加。 “我们先后
发展壮大了宝应荷藕、沙头西瓜、邵伯
龙虾等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
品牌。 其中，宝应县射阳湖镇冲林村依
托自身荷藕产业创立‘藕韵’甜品店，现
在扬州市区已开设多家分店，赤豆藕圆
波波、四喜藕粉丸子等甜品已成‘网红’
爆款。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扬州扎实推进乡村建设，高水平规
划建设特色田园乡村，不仅让乡村旧貌
换新颜， 极大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更
使得不少特色乡村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去年“五一”、国庆假期，以及今年清明
假期，全市特色田园乡村吸引了大批市
民游客前往观光休闲。

“目前， 全市已建成特色田园乡村
84 个，其中 55 个特色田园乡村已获省
级命名。 计划到 2025 年，创成特色田园
乡村 100 个。 ”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在
全市已获命名的 55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中，有 27 个村庄被评定为省级“绿美
乡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乡村旅游
重点村”等，22 个村庄先后获得省级传
统村落命名。

“我市在扎实开展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特色田园乡村
示范区建设工作，推动特色乡村建点连
线成片，进一步发挥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示范效应。 ”上述负责人说。

（通讯员 秦锦俊 宋 芸
记者 张孔生）

徐连海铁联运实现“双站发运”
徐州日报讯 4 月 12 日， 一列满

载 80 标箱涤纶丝货物的徐州海铁联运
班列从新沂站鸣笛发出， 驶往连云港
站，通过连申快航经海运发往印尼等东
南亚国家。 标志着徐州海铁联运正式
“点亮”新沂站点，徐州—连云港海铁联
运实现“铜山站+新沂站”双站发运，进
一步丰富了徐州海铁联运通道布局，实
现了企业货物的就近集结，有效降低运
输及时间成本，将有力提升徐州淮海国
际陆港对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淮海经
济区周边县市的物流集聚优势，持续提
升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辐射集散能级，
助力徐州市加快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
链强链城市建设。

新沂市交通区位优势显著，是江苏
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 为确保“徐州新
沂—连云港” 海铁联运班列成功首发，
徐州淮海国际陆港控股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将新沂站设为海铁联运站点，
积极对接新沂地方企业、 摸排组织货
源，全力做好发运前期准备，实时调整
优化运输组织和物流方案，顺利实现了
“徐州新沂—连云港” 海铁联运班列首

发。
近年来，陆港集团紧抓徐州加快建

设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重
大机遇，积极完善徐州市多式联运通道
体系，全力提升海铁联运业务服务能力
和辐射能效，致力打造淮海经济区服务
优、时效强、稳定安全的多式联动通道。
今年一季度，徐州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发
运货物 3942 标箱 ， 货运量同比增长
82%。 徐州海铁联运服务的企业客户遍
布淮海经济区及周边城市，淮海经济区
企业货物占比超 90%， 徐州的工程机
械、新沂的涤纶丝、淮北的医疗器械、宿
迁的压力机等越来越多的淮海经济区
外贸企业货物通过海铁联运出口。

下一步，陆港集团将携手合作各方
持续推动“徐州新沂—连云港”海铁联
运班列常态高效运行，依托淮海国际陆
港资源优势和多式联运通道运营优势，
持续拓宽服务范围、 提升服务品质，为
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开
放高地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记者 段 昱
通讯员 梁 冰 王 冰）

淮安生态文旅区
打造天清气朗水清岸绿宜居环境

淮安日报讯 近年来，淮安生态文
旅区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持续
提升，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努
力打造宜居宜业生态环境。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该区持续
开展首季争优、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和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等攻坚行动，聚
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严格
落实精细化管控措施，大幅压降扬尘污
染、餐饮油烟污染和移动源污染，切实
以“蓝天白云”增强群众幸福感。 2023
年，开展渣土整治专项行动 70 次，组织
夏秋两季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120 次，完
成 200 家餐饮企业油烟治理“回头看”。
全区 PM2.5 年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83.5%。

水环境状况稳中向好。 该区抓住城
镇污水提质增效这个关键， 精准溯源、
系统整治，全力把主要过境河道打造成
生态河道、净水通道。 充分发挥河长制
作用，深化幸福河湖建设，加快水环境

综合治理。 2023 年，该区高效推进城镇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年度工程，委托专业
单位常态化管理养护市政排水管网，定
期开展“河长+检察长”联合巡河行动，
区各级河长累计开展巡河 43 人次，交
办问题 16 件。 持续开展河湖“三水”清
除行动，共排查河湖“三水”问题 33 件，
涉及河道面积约 174830 平方米。

强化督查考核狠抓工作落实。 该区
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明确责任
清单，深化重点任务、重大项目、重要工
作跟踪督导机制。 对工作推进不力、进
展缓慢的单位通报批评、挂牌督办。 对
标对表，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以最
严的标准措施，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 2023 年，全区需要销号的中央环保
督察交办的 2 项共性问题整改工作，通
过市级验收销号。 省环保督察交办的 6
项问题整改工作， 均通过市级验收销
号。 该区将定期组织“回头看”，防止问
题反弹回潮。 （记者 吴海涛

通讯员 王 睿）

淮北：牡丹花开满园春
4 月 12 日，游客在安徽省淮北市南湖国家湿地公园牡丹园赏花。
近日，气温回暖、风和日丽，淮北市南湖国家湿地公园牡丹园中牡丹花竞相开放，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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