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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过后，四川绵竹群山
苍翠欲滴。绵远河面，波光潋滟，成
群结队的白鹭翩翩起舞，激起层层
涟漪，成为了春日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
绵竹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全力推进生态建设，
做好“增绿”文章，书写“用绿”篇章，
绘就宜居宜业美好绵竹生态画卷的
生动缩影。

全域植树造林
厚植生态底色

春光明媚，草长莺飞，正是植树
造林的好时节。三月的绵竹大地，从
城市到乡村，从山区到平坝，从路边
到河畔，全市党员干部、广大群众、
志愿者种下株株树苗，播下片片新
绿，掀起造林绿化热潮，共建绿色生
态家园。

年年植树，岁岁添绿，“绿色”早
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底色。近年来，
绵竹市积极探索科学绿化新模式、
新机制、新路径，重点实施城市绿
化、村庄绿化、节点绿化等工程，厚
植生态优势，扮靓城乡环境，提升人
居环境品质。

2023年，绵竹市全年完成营造
林 3.02万亩，义务植树 70余万株，
全市开展森林抚育项目 6900亩。同
时，创新营造林机制，全面动员企
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林业建设，
着力培育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下经
济发展示范户，充分调动群众植树
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推广
使用优良品种，加强乡土树种草种
培育，为森林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加快生态修复
打造“绿色”名片

清平镇棋盘村鲜花盛开，鸟鸣
啾啾，错落村居与远山青黛相映成
辉。在芍药沟磷矿井硐关闭点，山顶
郁郁葱葱，山下绿田环绕，仿佛置身
一幅绿色天然画卷。这得益于绵竹
市全面推进“矿山复绿”工程取得的
成效。

建设生态绵竹，绿色必须成为
发展的底色。近年来，绵竹市坚持政
府主导、属地负责、因地制宜、综合
治理的原则，加快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裸露、残破的山地被精心
“医护”，关闭的矿山重新披上了“绿
装”。全市启动的多个矿山复绿治理
项目，通过全面彻底的生态修复，为
生态建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
一片片绿水青山得以重现。

从矿山关停到生态修复，再到
成功创建全国 4A级旅游景区，清平
镇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
“矿区变景区、家园变花园、颜值变
产值”的华丽转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清
平镇的变化在绵竹并非个例。近年
来，绵竹市坚持以生态治理为优先
战略，做足绿色生态与乡村振兴融
合发展文章，持续做强做大“生态经
济”品牌，推动绿色生态与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让一幅幅生态美景遍布
绿水青山之间。

守护大熊猫栖息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天色刚亮，大熊猫国家公园绵
竹片区唐家河管护站站长徐铭就带
上巡护日志，和同事们上了山。“看，
是羚羊的粪便！”徐铭立刻停下脚
步，拿出手机拍摄。在他的相册里，
毛冠鹿、红腹锦鸡、金丝猴等野生保
护动物多不胜数。

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管理总站
于 2020年 8月 6日挂牌成立，下设
8个管护站。唐家河管护站位于九
顶山深处，是德阳唯一发现野生大
熊猫的管护站。
“自 2019年大熊猫国家公园绵

竹管理总站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

绵竹片区连续 5年 6次拍摄到野生
大熊猫活动影像。结合前几次拍摄
到的‘母子同框’‘亚成体肛周腺行为
标记’‘抬头打望’等监测视频和图片
资料，再次证明绵竹片区熊猫种群在
有效繁衍和发展。”徐铭说。

绿色是绵竹最亮的底色，生态
是绵竹最厚的家底。绵竹市以“林长
制”为抓手，聚焦大熊猫国家公园建
设，全力推动自然保护地管理。在
2023年最新一次调查中，大熊猫国
家公园绵竹片区内大熊猫种群数量
保持稳定，境内大熊猫栖息地面积
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小木岭历史矿
区范围已发现川金丝猴等 5种国家
一级以及亚洲黑熊等 9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些都充分表
明了绵竹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近年来，绵竹市还创新建立“林
长 +消防员”“行刑衔接”机制，同时
开展市镇村“三长”联合巡林，与茂
县进行跨区域合作等，对林地、草
甸、湿地进行全面监管，有效打击非
法侵占、破坏林草资源的违法行为，
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和野生动植物保
护，做好名木古树保护，促进林区健
康发展。同时，不断完善资源调查，
修建管护用房、巡护道路等，并与什
邡、茂县管理总站建立联合巡护机
制，组建专项巡护队，开展联合监
测，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守护青山绿水。
“青山不语花含笑，绿水无声鸟

作歌”的生态新景是绵竹市孜孜以
求、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
动注脚，也是绵竹市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一张时代答卷。

厚植生态底色 绿染绵竹画卷舒
四川绵竹市推进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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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特约研究员
韩屹东，以其在系统工程领域的杰
出成就而备受瞩目。在他的研究项
目中，一项题为《基于云平台的虚
拟实验室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的课题荣获科研创新项目管理中
心科研成果一等奖，这项研究成果
也引起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广泛
关注。

虚拟实验室管理一直是教育和
科研领域的重要课题，而韩屹东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云平台的创新
解决方案，通过将云平台技术与实
验室管理相结合，成功地设计和实
现了一个高效、可靠的虚拟实验室
管理系统，不仅提供了灵活的实验
室资源分配和管理，还支持在线实
验和远程访问，为学生和研究人员
提供了更广阔的实验机会和科研平
台。如今，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
采用了他的虚拟实验室管理系统，
极大地提高了实验效率和资源利用
率。

系统方法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除了在虚拟实验室管理领域的
研究成果之外，韩屹东的另一项研
究《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技术及其
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同样斩
获科研创新项目管理中心一等奖。
该研究深入探索了系统工程理论和
方法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实践中的
应用。

他通过系统化的分析和综合运
用，成功地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际
管理工作相结合，提出了一套创新
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包括系统建模、
风险评估、资源优化等，为企事业单
位管理决策提供了新思路和解决方
案。

这项研究的推动，使许多企事
业单位受益。例如，在生产工艺优化
方面，他的系统方法帮助企业实现
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
在项目管理方面，他的方法有效地
解决了进度控制和资源分配的难

题，也证明了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
在管理实践中的巨大潜力和应用价
值。

引领未来智慧化发展方向

除了在科研领域取得的成就，
韩屹东在智能系统开发方面也有着
非凡的才能。他共著有《智能化系统
运行安全检测维护系统》《人工智能
系统开发数据采集系统》等 4本软
著专利，这些都是他和团队多年研
发和实践的结晶。他们利用先进的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研发出了
一系列智能系统开发工具和平台，
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企业完成自动化运行、数
据采集和前端测试等任务，提高工
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他主导的项目《自动化系统安
全监测引擎》更是获得了国家科技
成果一等奖。该项目的成果为自动
化系统领域的安全监测和防范提供
了关键技术和解决方案，得到了相

关行业的高度评价和应用。同时，他
还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和培训课
程，推动系统工程理论和应用的交
流与发展。

韩屹东凭借着他在系统工程领
域的深刻洞察和卓越能力，不断引
领着系统工程技术的创新，驰骋在
管理实践的前沿。他的研究成果不
仅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
企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未
来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实践提供了新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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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肖朝德 为积极响应健康、文明、低碳的
生活理念，近日，成都高新区石羊街
道锦城社区联合成都地铁在锦城公
园共同举办了“热辣春日，滚烫锦
城”绿道欢乐跑活动。

活动当天，众多社区居民早早
地来到活动现场，热身运动过后，大
家一同欢乐开跑。沿途，成都地铁工
作人员精心设置了拍照打卡点和补
给站，居民们在打卡点留下自己美
好的瞬间，摄影师也将他们奔跑的
身影定格。补给站准备了充足的饮
用水和小零食，供大家在奔跑时及
时补充能量。参与者迎着三月微风
肆意奔跑，工作、学业、生活中的烦
恼被统统抛在脑后，欢声笑语响彻
锦城。此外，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一系
列富有趣味的小游戏，参与者们通
过互动游戏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礼

品，还加深了对成都地铁的了解和
认识。

活动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居民
们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让他们感受
到了运动的快乐，也认识到了低碳
出行的重要性。一位居民激动地说：
“今天的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我们
不仅锻炼了身体，感受到了来自社
区的关怀与温暖，还学到了关于成
都地铁的小知识。我会积极倡导身
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低碳出行，为保
护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锦城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凝聚
力，推动了低碳出行的理念，促进了
社区与成都地铁共驻共建。未来，社
区将继续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为
居民建设更加和谐美好的家园。

（图由石羊街道办提供）

近年来，曲水镇党委政府以“巴渝和美
乡村”建设为重心，心里始终装着为民服务、
为民造福的初心，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势，
坚持“产业发展 + 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做
好有曲水辨识度的“土特产”，构建起“李子
+果、蔬、油”主辅相间、长短结合的产业格
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为富民强镇交出了高分答卷。

以“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拉动产业高效发展

曲水镇持续加强“三农”工作力度，以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抓手，坚定不移
地做广大群众的贴心人，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该镇以“小李子”谱写产业
发展“大文章”，在追溯百年种李历史的基础
上，综合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气候条件等，
深耕细作本地青脆李、黄腊李、脆红李等“土
李子”品种。围绕品种培优，从四川眉山、重
庆巫山等地引进了五月脆、蜂糖李等品质
优、收益高、深受市场欢迎的品种 5个。

该镇围绕品质提升，完善产业基础设
施、铺装采摘运输轨道，在李子种植管护中
积极推广全程社会化专业技术团队管理；围
绕品牌增效，曲水李子注册的“李果老”商标
获得了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曲水青脆
李、黄腊李、脆红李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成为曲水“土特产”的金字招牌。目
前，曲水全镇早、中、晚熟李子种植规模达到
了 15000余亩，有百年李子树 10000余株。
李子年产量 1700 万斤，年产值近 7000 万
元，种植户户均增收在 30000元以上。曲水
李子正在逐步迈向“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特”的良好发展态势。同时，该镇依托打
造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原材料供应基地的
优势，坚持“优先产业发展、提高群众的幸福
指数”发展思路，坚持培育典型和抓好示范
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采取“公司 +
集体经济 +农户”的经营模式，依托本地农
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辣椒、榨菜、酸菜等订单
式农业种植生产，着力拓展产业致富增收渠
道。

以“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增加农民收入

曲水镇坚持党建引领，认真探索集体经
济发展道路，做到“三有”（即家庭农场有党
员、专业合作社有党小组、村集体经济和企
业有联合党支部）；坚持规范建设和创新发
展相结合的原则，立足特色产业优势，以点
带面，稳步推动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据
悉，龙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神龙山”专
业合作社养猪场、“醉梦甜”品牌化酒厂、预
制菜育苗基地和集体经济果园，实现经营性
收入 50万余元，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务工收
入 21万元。中鹿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自主
经营、资产性投资等模式，发展集体柑橘种
植园 180亩，预制菜原料种植基地 500 余
亩，年收入达 20万元。全镇 8个村（社区）集
体经济组织共实施集体经济项目 20余个，
每个村（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了 5万
元，而集体经济收入在 10万元以上的就有
6 个，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分红的占到了
100%。

曲水镇将加强产业发展规划管控，按照
“全地域、全时域、全资源、全要素、全业态”
标准，编制完善《曲水镇特色产业发展方
案》。坚持方案规划到底，落实强有力管控，
确保产业有序稳步发展。力争相关部门支
持，申请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规划新建
李子、柑橘等产业便道及产业路，提升产业
发展水平，同时跟进交通、农旅、人居环境等
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依托特色产业资源，打
造部分景点，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带动农户
增收，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助推宜居宜
业宜游和美曲水建设。

眼下，曲水镇正以乡村振兴、“巴渝和
美”建设为抓手，依托特色产业资源，带动农
户增收，谱写富民强镇新篇章。

通讯员李极林特约记者许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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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曲水镇位于梁平区东部，交通便捷，

镇容高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
地理环境多为山地丘陵。走进重庆市梁平
区曲水镇（以下简称：曲水镇）的各个村落
院坝，所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干净整洁
的庭院、颇具特色的风情民房、村村硬化
扩宽的公路、村民的文明素养、厕所的改
造、生态的保护治理等无不彰显该镇“巴
渝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再漫
步在该镇各个产业基地，脆李、柑橘、油桐
林、大棚基地，处处洋溢着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十分惬意。

“和美”村庄

IT领域专家韩屹东：

引领系统工程技术创新

低碳出行 共创美好未来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锦城社区举办绿道欢乐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