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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高会君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免费住进幸福院，老房出租收五千元。
原怕生活没着落，没想老来还挣钱。”3月11
日，年逾七旬的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东庄村
肖恩德说起自身的变化，张口就来了几句顺
口溜。肖恩德年老体弱，没有经济来源，一个
养女也已经出嫁，以前只能靠低保来生活。去
年村里把老人接到村幸福院免费托养，并将
他破旧的老房子收购入股对外出租，今年就
能增收5000元。

“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房屋就是他们
唯一的资产。通过企业整村托管、集体组织代
管、村民入股、长期租赁等多种形式盘活这些
闲置多年的房屋资源，既满足了城市市民的
休闲需求，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副产
品销售，一举数得。‘房东经济’已经成为淄川
百姓脱贫致富的新路径。”淄川区扶贫办主任
袁宝辉说。目前，全区“房东经济”涉及贫困户
200多户，人均年增收3000到4000元。

民间资本进山，让老房子焕发青春。寨里
镇西崖村是一个只有145户的小山村，三面环

山，生态环境优美，房屋都是青石房子，颇具
山乡特色。但随着村民们的大量外出务工，许
多的房屋闲置甚至坍塌。

淄川上元斋第五代传人赵峰把75户闲置
的房屋租赁过来，流转了200余亩土地，对村
庄进行整体托管。按照“一核心三片区”的整
体规划，从2014年开始，建设山东泰溪文化创
意园。总投资3 . 5亿元、占地1000亩，计划用5年
时间分两期完成。

在淄博市淄川区，“房东经济”已遍布全
区，特别是具有浓郁乡俗民情的传统村落。

随着时代发展，山里人纷纷进城打工、
买房，大量的房屋被闲置。相反，为了实现
原生态养生，城里人愿到山区去休闲、旅
游、居住，与百姓交流互动、碰撞火花。顺
势而为，淄川区通过多种方式，盘活闲置房
屋，让贫困村民变身股民，发展乡村旅游，
“房东经济”应运而生。

肖长平A类、1栋，肖书同C类、1栋，韩香芬
B类、1栋……在太河镇柏树村的村委办公室，
一行行资料占满了整个黑板，让人甚是费解。

“这是第一批被合作社托管的入股房屋情
况。”村主任肖长东解开了谜底。

柏树村是一个只有137户的小村，随着村
民的搬迁外出、进城买房，闲置的房屋达60余
套，许多甚至面临坍塌。今年初，肖长东组织
成立了淄川大柏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吸
纳社员20人，每人以2万元形式入股，把40万元
作为启动资金，通过合作社把村民闲置的房
屋盘活，划分为ABC三类，按照“修旧如旧”进
行修缮，保持古村落原有风貌，走中高端路
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百姓脱贫。

作为全区美丽乡村的试点之一，柏树村
依托中国乡村建筑研究院进行规划设计，首
批计划建设ABC三户样板房，第二批计划建
设30户，目前全部签订了协议。据悉，A类房屋
指的是院落独立完整、整体不错，稍微整理就
可以入住；B类虽然也是独立院落，但条件比
A类要差一些。村民以房屋入股，进行利润分
成。A类房屋，如果是自己投资修缮，利润是三
七分成，即个人占七、合作社占三；如果是合
作社修缮，占比分成就反过来；B类，则是二八
分成，规则和A类一样。

现年81岁的刘维艾，2个儿子和1个女儿
都已去世，是典型的贫困户。大儿媳、还有孙
子在城里居住，两个儿子的房屋都闲着，合作

社把她现居的二儿子的房屋收购过来，由于
是B类房，投入8万-10万元进行整修。老人不
需要任何投入，不仅房子得到了修缮，而且还
变身股东，得到二成的利益分红。“这里面韩
香芬、白秀芳等人都是贫困户。”肖长东指着
黑板上入股的房东说。

村民改造房屋的积极性很高，多年在外
的村民也回来参与。68岁的肖长水，离开柏
树村已经有30多年了，房子一直闲置着。如
今，他把自己3间闲置房报名入股，净得利
润分成。

柏树村共有18户、41名贫困户，为了更
快促进贫困户脱贫，该村依托原有的酒坊、
染坊、油坊和磨坊，在旧址上复建，展现传
统酿酒、织布、榨油和磨面等古法技艺，打
造原生态的产业链。注册成立大柏树品牌，
带动核桃、花椒等特色农副产品销售，同
时，成立专门公司管理房屋托管、住宿事
宜，解决带动贫困户就业。

“自己整修房屋，可以从合作社申请贷
款，利息比银行要低很多，一旦受益分红可占
到七成和八成，加快脱贫步伐，利息差额由合
作社负责补上。”肖长东为贫困户支招。

淄川“房东经济”蹚出脱贫新路径———

200多座闲置老屋盘活生金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黄海之滨弥茶香，日照绿茶满庭芳。一
壶斟就春溢身，忘却龙井碧螺春。”南茶北引
半个世纪，日照绿茶已闻名遐迩。作为日照绿
茶的主产区，日照市岚山区现有茶园面积13 . 9
万亩，占全省茶叶面积的40%，茶产业总值达
到17 . 3亿元，占全省茶产业总量的一半以上。

记者探访发现，在种植、加工、营销等环
节，北方茶叶产业的主产区岚山区，已经针对
日照绿茶展开了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

茶树育种实现本地化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日照市岚山区巨峰
镇薄家口村两个不起眼的大棚里，一项对北
方茶树生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茶叶育苗技术
正在孕育兴起。

“传统茶树无性系良种育苗是秋季采用
茶树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进行扦插繁育，扦
插的新苗100天内基本看不出生长，成活率大
约在80%左右。而现在通过引进先进的育苗技
术，可以直接选取茶树的嫩枝进行扦插，不仅
育苗周期缩短至两个月，繁育出来的茶苗成
活率也大大提高，还能实现全年循环生产。”3
月17日，薄家口村无性系茶苗快速繁育基地
育苗室的大棚里，近20万棵小茶枝舒展着嫩
绿的新芽，生机盎然。基地的建设者，日照市
御园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从波向记者介
绍。

快速繁育技术培育的茶苗，并非只是育
苗周期短、成活率高。“这批培育的茶苗是中

茶108，通过这种快速繁育方式，茶苗能比一
般茶叶早一年采摘，比一般春茶早上市近一
个月，而且茶叶产量高，抗风寒能力强。”袁从
波说。

“要想茶叶卖得好，就要提高茶叶质量档
次。茶树品种改良，就是提升质量的根
本。”岚山区茶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战祥征
介绍说，为了“让日照绿茶卖得更好”，岚
山区已经将茶树良种化工程列为岚山区“十
三五”时期茶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内容。该
区加大对无性系优良茶树品种的推广力度，
加快茶园茶树品种地更新换代，集中优势资
金重点支持打造5—10个500亩以上的茶树良
种改造示范区，建设3—5个200亩良种生产示
范基地和2—3个茶树品种繁育中心，全面提
升全区的茶叶良种化水平。

从单一绿茶到“六味茶”

三面环山一面迎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日照绿茶独有
的香气与汤色。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国家一级评茶师鲁成银，将

“日照绿茶”的品质浓缩为十二个字———“叶
片厚、耐冲泡、黄绿汤、板栗香”，这是日照绿
茶的品质特点，也是品牌优势。

日照绿茶稳坐“北方绿茶第一”的交椅，
岚山区的茶农们仍有自己的苦恼：夏茶、秋茶
产量分别占全年茶叶产量的45%和20%，而产
值却仅占全年茶叶产值的25%和15%。夏茶每
斤价格只有三四十元钱，秋茶也不足两百元，
但采茶的劳动力成本却居高不下，如何破局？

调整产品结构成为必由之路。御园春、圣
谷山、淞晨、浏园先后试制成功乌龙茶、红茶、
黑茶、白茶等产品，浏园、御园春、祥路碧海及
北移春等红茶产品，以及碧波的白茶产品先
后登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领奖台。

产品开发为茶农找到了一条增收新
路——— 夏茶鲜叶原来几元钱一斤，现在按照
红茶原料采摘标准每斤十几元钱，干茶最高

可达到每斤1000多元。
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岚山茶业企业面向

不同消费群体，进一步细分产品类型，形成
公务型、商务型、礼品型及家庭型等多品
位、多价格、多品类、多包装的产品体系，
其中圣谷山茶场适应消费者需求还首创了以
日照春茶为原料的茉莉花茶。

目前，岚山茶已形成了“春绿、夏红、
秋乌龙”的茶品生产格局。白茶、黄茶、黑
茶的陆续试制成功，更实现了茶叶生产加工
的“错时、错料、错工”，不仅提高了茶叶
鲜叶原料的利用率，使每亩茶园增收1000
元，增强了对发酵茶消费群体的适应性，拓
展了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

和茶农一道，置身连绵万亩的茶园，体
验采茶的乐趣；或在炒茶师的指导下，在反
复数百次间感受扑鼻而来的绿茶鲜香；或在
古朴雅致的山庄饭店，品尝独具特色的茶叶
宴……自2014年7月淞晨茶文化产业园对外开
放后，来这里体验茶家生活的游客络绎不
绝，茶旅融合，产业园每年可新增二三百万
元的营业收入。

客流量每年两三万人次的增长，让该公
司董事长姜涛决定把这块“蛋糕”继续做大。

从年前开始，他就在酝酿一个“三个千人计
划”，即规划建设每天能满足一千人的餐饮、
一千人的住宿、一千人培训的茶山公社旅游
度假区。

让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是素有“北
方绿茶第一镇”之称的岚山区巨峰镇近年的
追求。目前，该镇正倾力打造集生态观光、茶
文化体验、茶叶贸易、乡村度假、美食娱乐为
一体的茶文化休闲旅游景点———“百里绿茶
长廊”，而淞晨茶文化产业园，只是这条长廊
上的特色景点之一。

如今，这条涵盖45000亩茶园的长廊上，
日照绿茶国家农业公园、碧波山庄茶文化风
情园、饽饽顶风景区、四季茶园休闲会馆、
“日照茶都”等茶文化旅游景点星罗棋布、
各有千秋，茶文化生态游串点成线、渐入佳
境，每年有80余万人次前来“绿茶小镇”观
光体验。今年，为推动日照绿茶主产区巨峰
镇“产、城、人、文”的融合发展，“巨峰
茶香慢城”建设被写进了日照市《政府工作
报告》。

一片小小的茶叶，已悄无声息完成了一
场供给侧改革突围。2016年，“日照绿茶”被评
为山东省首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据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2016中国品牌价值评
价，品牌价值已达49 . 87亿元，跻身全国茶叶品
牌50强。

育种本地化，产品多元化，产城一体化———

一片茶叶的供给侧改革突围

岚山区把茶叶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的重点产业来抓，围绕农业供给侧
改革，通过连年的政策扶持，茶叶产业已迈入
健康有序发展状态。今后，岚山区将以质量安
全为基础、以品牌建设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积极做好茶叶文章，推广生态高效示范

茶园建设模式，打造省级茶叶科技园区，培育
岚山茶叶知名品牌，推动茶产业做大做强、做
优做精。以规划建设“北方绿茶国家农业公
园”为抓手，引导茶产业向休闲度假、体验型
旅游转变，推进茶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北方茶叶龙头产区建设。

■书记点评

以产业融合推进茶叶龙头产区建设
日照市岚山区区委书记 来风华

关注政府报告里的地理标
志农产品(7)

□本报记者 王洪涛 本报通讯员 麻杰

乍暖还寒时候，走进沂南县双堠镇由省农业厅第一书
记帮扶村，产业扶贫的热浪扑面而来。在双堠村，54个冬暖
式蔬菜大棚郁郁葱葱；在五彩庄，大棚樱桃已是青果满枝丰
收在望；在东河村，一片片桃园、茶园、蔬菜园映入眼帘；在
汪家庄，年加工500吨大蒜加工厂即将投产。

2016年这4个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1200元增长到12300元，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830元提高到5420元，贫困
人口发生率由46%下降到0 .5%，一举实现整体脱贫。

“在发展扶贫产业中，我们着力实施动能转换，四轮联
动，高昂产业龙头，让贫困户背靠大树好乘凉，登上大船好
出海。”驻双堠村第一书记范荣豪介绍。

双堠村具有优良的生态条件，第一书记工作队引进了
寿光市得峰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了得峰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到有28个高效蔬菜大棚、1个占地
1200平方米连栋温室的蔬菜科技示范园区，并带动了附近7
个省级贫困村发展各类大棚380多个，种植户年增收3万元，
550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此脱贫。

在驻汪家庄村第一书记宫晓光联系下，临沂市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山东青田食品有限公司在该村投资建设
年加工能力500吨的大蒜加工厂，同时建立120亩的大蒜种植示
范基地，并与村里签订保护价收购合同。“这个项目可培养、带
动村民发展大蒜产业，还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进厂务
工，”青田公司总经理黄立刚对大蒜产业扶贫很有信心。

在五彩庄国家级樱桃标准园，频振式杀虫灯、性诱剂诱
杀梨小食心虫等绿色控害技术，提升了产品品质和种植效
益。东南峪大组科技带头户刘军良赞不绝口：“一亩地放上
33根小丝丝就把虫子‘办’了，不仅省工省力，而且樱桃的产
量和质量都提高了，农药的投入却减少了。”

五彩庄村第一书记杨久涛是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的高
级农艺师，他帮助双堠镇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和杀虫灯、
粘虫版等物理杀虫技术，比常年减少农药使用量20多吨，有
效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磊石沟村土壤适合种地瓜，为做大做强地瓜产业，第一
书记刘迎增帮助村里注册了“磊石沟”牌商标。目前，磊石沟
村地瓜产业达1000亩，每亩产量4000多公斤，销售渠道已拓
展到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价格也有了大幅提高。

沂南县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率先完成了确权
颁证。东河村第一书记王式龙告诉记者，确权后村民吃了定
心丸，全村顺利流转土地300亩建成了现代农业生态园，农
民以地入股，可实现大幅增收。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赵磊 杨森童 报道
本报鱼台讯 “多亏了咱部队的战士，俺母亲才捡回一

条命。”3月14日上午，鱼台县清河镇前张村村民张平，专程
为某部送来一封感谢信和一面写有“军民一家亲”字样的锦
旗，感谢该部驻地主任马金刚的救人义举。

今年32岁的马金刚，于2004年12月入伍，2016年来到鱼台工
作。3月7日晚上6时，马金刚像往常一样带队巡逻，当走到河堤
路时，突然听到几声微弱的呼救声。马金刚被眼前的一幕惊到
了：一位老太太被一辆三轮自行车压倒在河里，水已经漫到胸
口。他来不及思考便跳进水里，指挥战士把老人身上的三轮车
轻轻搬走，然后自己把老人背上了岸。此时，老人身上的衣服
已经完全湿透，嘴唇发紫，脸色苍白，意识已经模糊。

此时，附近看护排灌站的工作人员张炳福也赶了过来。由
于马金刚不懂地方方言，就让张炳福继续寻问落水老人的情
况。心情渐渐稳定下来的落水老人说，她家在清河镇前张村，
66岁，儿子叫张平。当天清早她独自一人骑车走娘家，在返回
时由于急弯车速快，不小心掉进了新万福河里。

马金刚立即拨通了该村村委会的电话，通过村委会主
任找到了老人的家属。还没等到家人，由部队派出的车辆已
经把老人送到家中。经医生检查，老人并无大碍。而此时，马
金刚已悄然回到营地。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赵卫祥 王钦超 吕世军 报道
本报龙口讯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真活不下去

了。咱龙口好人真多啊！”3月5日上午，在烟台龙口市北马镇
南村，面对送来一三轮电动车生活物品的龙口晨光志愿者
们，61岁的沂水拾荒老人高军几度哽咽落泪。2月19日晚上
的一场大火，让他的住处化为废墟。多亏好心人把他救出火
海，又给他吃穿。

“是小丁姑娘把俺从火堆里救了出来，要不是她，俺就
没命了。”高军说，前几天，家里房子半夜突然失火了，自己
睡得沉，竟然没发现。直到有人砸开门，把他拖了出去，他才
惊魂未定地看着老房子，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老人所说的小丁叫丁世佳，也是南村人，跟高军住得不
远。当天夜里，丁世佳发现不远处有火光，心里一紧，赶快回屋
叫醒父母。她和父母一起冲出去，冒着大火的危险将高军从屋
里拖了出来。谈起当时被救的情景，老人至今心有余悸。

为了帮助失火后的老人解决困难，丁世佳在第一时间
给老人送来了被褥、棉衣和生活用品，帮他维修了房子，让
老人暂时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高军的遭遇牵动着龙口人的心。龙口晨光慈善义工队
的志愿者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为老人捐款捐物。5日，晨
光志愿者参加完了龙口市举办的学雷锋现场会后，又驱车
10多公里前去看望老人。

省农业厅第一书记实施动能转换

龙头高昂
带动产业扶贫

鱼台子弟兵
勇救落水老人

龙口好人
火中救出61岁老汉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胡国锋 王强 报道
本报栖霞讯 “去年完成了1亿元订单，今

年一季度就接了四千万元订单，现在是有订单
不敢接。”烟台拓伟智能机器人公司董事长迟
伟，最近一方面在跟几家世界知名的汽车生产
企业对接，一方面在寻找场地要扩大产能。

这家坐落于栖霞楚清河谷的机械厂，沉寂
七年研发出“4—6自由度工业关节机器人”，拥
有19项专利、11项发明，跻身世界工业智能机
器人前沿。“机器人只是工具，我们要做中国最
好的智能工厂方案供应商。”迟伟说。

这只是栖霞发展“绿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栖霞有果园1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9 . 2%，
又是烟台最重要的水源地，“烟台人喝一斤水，
八两半来自栖霞”。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栖霞在产业发展上面临不少限制，尤其要对污
染企业说不。但是辩证来看，栖霞全面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上却有了独特的“绿色优势”。

为此，该市描绘出未来五年的绿色画卷：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培育绿色产业体系，塑造
绿色田园风貌，共享绿色品质生活，着力提升
综合实力、统筹改善民生福祉，全面建设最具
胶东风情的绿色新城。”翠屏街道积极对接投
资41 . 1亿元的激光投影电视、节能滤清器、中
荷现代农业示范园等17个在谈项目；围绕牟氏
庄园、太虚宫及长春湖旅游度假区三大板块，
庄园街道将逐步形成集民俗旅游、特色餐饮等
为一体的“绿色”旅游产业链；杨础镇把发展无
公害蔬菜基地同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结合起
来……新春伊始，栖霞市各镇街区从工业到农
业，从旅游到生态，规划无一不围绕“绿色”。

栖霞绿色产业支撑起绿色新城

□孙玉凤 报
道

柳鑫新材料生
产的PCB钻孔盖垫
板在业内颇有名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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