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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2月11日讯 12月11
日上午，淄博市第三届白酒产业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山东齐盛
国际宾馆举行。此次会议重点
研究放大淄博白酒科技、文化、
自然环境、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
优势，发挥国井集团骨干龙头带
动作用，实现白酒产业高质量发
展等议题。

推进会上，中国酒业协会与
高青县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中国
酒业协会·高青县人民政府战略
合作协议”，并举行“山东白酒高
端基因研究中心”和“中欧地理
标志互认互保白酒研究中心”两

项揭牌仪式。
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淄

博市首届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会着重提出加速白酒行业
新旧动能转换，努力打造中国白
酒“淄博板块”。淄博白酒产业
发展，急需做大做强做精，努力
打造“鲁酒振兴”示范引领区。
在那场3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上，
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 鲁
酒振兴，从今开始。

淄博是中国酿酒文化起源
地、酒祖仪狄故里，在淄博相关
部门和企业的努力下，涌现出了
国井、黄河龙、百粮春等一批骨

干企业，部分品牌走出山东、迈
向全国。淄博白酒已经成为鲁
酒振兴的一面旗帜，在业内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2020年淄博市第二届白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行时，
国井扳倒井与茅台、五粮液等五
家中国白酒企业共同入选中欧
地理标志保护清单，是山东省白
酒行业唯一入选产品。这一年，
淄博白酒企业秉承坚守与变革
并重、传承与创新并举，持续深
化白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白酒
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白酒质量
标准体系更加健全，产区生态更

加富有朝气。
看到成绩，也要看到不足。

鲁酒高端品牌竞争力不足的现
状仍然存在。记者梳理2021年4
月全国糖酒会数据看到，1986年
到2006年，鲁酒总产量连续21年
独占鳌头，1996年全国收入前十
名的白酒企业，鲁酒占据四家。
如今，全国收入前十名的白酒企
业，第一名接近千亿，第十名超
过百亿，而鲁酒的头部企业始终
在二三十亿元徘徊。

正如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
文化研究会主任张光义所说，面
对全国一二线名酒压境，鲁酒乃

至淄博白酒要实现高端化突围，
唯有做好差异化。除了营销产
品，还要营销文化。

2021年12月11日，淄博市第
三届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如约而至。此时的淄博白酒，
在全省以及全国都打开了知名
度，成为“鲁酒振兴”的榜样。

经过十几年振兴之路的奋
斗与磨炼，鲁酒具备了持续崛起
的优势和资本，也开始进一步布
局差异化发展战略，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鲁酒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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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第三届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

淄博白酒成“鲁酒振兴”榜样

今年以来，淄博市水利局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围绕沂
源县实现“有河有水，打造淄博
水塔”的目标，指导沂源县水利
部门先后组织实施了水库除险
加固、河道清淤疏浚、城乡供水
等治水工程。

“电子卫兵”守卫水库安全

当呼啸的北风莽撞地冲进
沂源的群山之中，乱跑一气时却
被“电子卫兵”记录下来，这群

“电子卫兵”尽管名字不同，但都
有一个相同的职责——— 守护这
一方水。它们就是智能科技的
雨量自动检测站、雷达水位探测
仪、电子（人工）一体化水位自动
测量仪以及视频监控站。

11月26日，记者站在沂源县
石桥镇错石水库长堤上，蔚蓝的
天空和荡漾的碧波相映成趣。
之所以能够欣赏到如画美景，得
益于沂源县从2020年4月份投资
810万元，完成东北庄、错石、双
跃、吴家庄、峨峪5座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及赵庄水库等43座小型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工作，全县
112座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
已实现全覆盖。

错石水库控制流域面积6平
方公里，总库容175万立方米，兴
利库容104万立方米，是一座以
防洪、灌溉为主的水库。该水库
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30年一遇，
校核洪水标准为500年一遇。

“从2020年4月份开始，沂源
县投资近180万元，对水库进行除
险加固，新建坝顶砼道路，上游坝
坡找平新建现浇砼护坡，维修破
损排水沟，修复溢洪道岸墙，维修
渠道等。2021年10月26日进行
了竣工验收。”沂源县水利事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伊希富介绍。

错石水库除险加固后，水库
增加蓄水工程竣工后可增加蓄
水70万立方米，增加农田灌溉
6000亩，有效地缓解了灌溉压
力；汛期较好地发挥了水库调洪
和蓄水功能，起到了削减洪峰的
作用，保护耕地12000亩，保护下
游群众11000余人，其产生的抗
洪、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效益特
别显著。

除了“电子卫兵”，错石水库

配有管理员定期定时巡查监测。
同时，“电子卫兵”会实时将所监
控雨情水位等信息汇总到淄博
市水利局防汛指挥平台，双管齐
下，保证水库蓄水安全。

错石村村民田兵对记者说：
“水库加固后，环境好了，可以多
蓄水，多浇地，我们再也不用为
浇地发愁了，下雨天水库也安全
了。”

河道治理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沂源县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进行的同时，河道治理清淤疏浚
工作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这其中，沂河治理工程目前
已纳入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工
程，总投资达7亿元。到2024年
底，这里将完成清淤土方1000万
立方米，建成22座橡胶坝。

“我们把沂河河道从50米拓
宽为160米，清土50万立方米，整
修岸坡，清淤疏浚，彻底给河道
做‘美容’。”沂源县水利局党组
成员徐爱国介绍。

在沂河治理工程的第一污水
处理厂至下龙巷段，将新建橡胶
坝2座，维修加固橡胶坝1座，新
建生态溢流堰2座，改建漫水桥1
座，加固漫水桥2座，新建取水涵
洞8座，新建防汛道路5公里。沂
河治理工程还沿河建造景观节
点，打造沿河景观带，涉及景观建
设面积25万平方米。

沂河治理工程完成后，可以
有效提高沂河的防洪标准，确保
治理范围内的洪水安全下泄，减
轻其保护区内的洪、涝灾害以及
水土流失等。同时，建设沿河景
观带，有效提升沿河居民生活品
质，打造沿河经济、旅游、文化
长廊。

沂源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

长高列文说：“2021年，沂源县完
成了沂河、大张庄河、徐家庄河、
丝窝河等河道治理工程，治理长
度60公里，完成了刘家庄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6平方公里，全县河道防洪标
准进一步提升，防御超标准洪水
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

水龙头一拧，清冽甘甜的自
来水便汩汩而出。用上自来水，
这对于沂源县悦庄镇南营村的
村民来说是今年最幸福的事情。

“以前都是用家里的自备井
取水用，水质也不好，有时还会
没水，现在用上了自来水，生活
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南营村
村民王永良说。

2021年，沂源县总投资1.9亿
元，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共涉及12个镇办138个村庄。实
施了化工园区周边23个村城区
自来水管网延伸工程，铺设各类
主管道3万多米，受益人口2万
人；实施南麻街道、燕崖镇等9个
镇办15个村的农村饮水安全改
造提升工程，铺设各类主管道2.6
万米，惠及人口0.5万人；实施100
个分散式供水村庄的工程建设，
主要工程建设内容为水源建设、
消毒设备，村级以上管网、村内
管网及入户管网敷设等施工，受
益人口5.1万人。

至此，沂源县实现了农村自
来水100%全覆盖，为农村饮水
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沂源县正在建设沂源
经济开发区水厂二期工程。该
工程占地27亩，设计规模为每天
5万立方米，总投资8000万元。

“该项目管网可敷设延伸至
沂源县悦庄镇、石桥镇、张家坡

镇3个镇办，真正实现农村与城
区供水同源、同网、同质，也为下
一步农村规模化供水提供了有
力保障。”沂源县城乡供水科科
长马有国说。

沂源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党
总支书记、总经理赵国栋说：“该
项目建成后，将统一关停城区供
水地下水源以及公共供水管网
覆盖区域内所有自备地下水源，
由开发区水厂统一供应城乡居
民的生活饮用水，在提高供水安
全保障的同时，每年可减少地下
水开采量1000万立方米以上，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沂源县将立足沂源
水利发展实际，聚焦防大汛抗大
灾，着力做好水安全文章，坚决
守护一方碧水，全力保障河湖
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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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石水库的“电子卫兵” 正在建设的沂源经济开发区水厂二期工程

水库除险加固、河道清淤疏浚、城乡供水“三同”……

沂源治水护水绘就人水和谐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