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刘耀泽

作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龙头，即墨美丽
乡村建设可谓遍地开花：西姜戈庄村满村种
植玫瑰，获封“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张家
烟霞村基层党建成效显著，乡村文明蔚然成
风；柳林村800多年的泉眼重新挖掘，再现
龙泉盛景。

2016年，即墨市、镇、村三级先后投入
资金20多亿元，新修和改造农村公路1102公
里、排水沟15万米、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1 . 8
万座，安装路灯5800盏，建设沼气池10792
个，植树4200多万株，整治河沟塘湾渠370
处。市里统筹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服
务美、人文美“五美”一体推进，1033个村
庄普遍实现了“环境净化、道路硬化、路街
亮化、庭院绿化、村庄美化”。

“孩子以前回趟老家可愁坏了，嫌路上
泥点子溅车一身，嫌臭水沟味儿呛人，孙子
嫌蚊子苍蝇太多，宁可憋着也不去厕所。”
家住龙泉镇柳林村的74岁老人潘瑞伦谈起村
里的前后变化，喜笑颜开：“现在孩子巴不
得天天往家跑，说和住城里没什么两样，孙
子动不动就跑回来，我们享受天伦之乐不再
是周末专属。”

然而，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脸蛋子
俏开花”，更要“钱袋子喜结果”。今年以
来，即墨美丽乡村建设继续向纵深拓展，在
面上继续推进精品示范村和特色小镇建设，
在点上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村产业转型，致力
于将“绿水青山”演化成“金山银山”。

今年4月10日，一条“山东即墨现600年
石磨坑，凿痕景象蔚为壮观”的新闻刷爆网
络。在即墨市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前南庄
村，一处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石磨坑”，

壮美如龙鳞壁，顿时吸粉无数。
以此为契机，前南庄村打开了发展文化

旅游、美丽经济的新思路。在上级政府支持
下，村里聘请专业设计公司以“石磨”为主
题，集“乡野旅游、观光农业、美丽乡村”
为一体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计划总投资5000
万元，规划面积3000余亩。该景点建成后，
将和即墨古城、环秀湖公园、训虎山等连成
一线，成为即墨美丽乡村经济的又一典范。

“经鉴定，石磨坑的石料是药用岩石麦
饭石，具有解毒散结、活血化瘀等功效。”前南
庄村党支部书记胡思松干劲十足。他表示，石
磨坑遗址正在申请物质文化遗产，村中保存
完好的600年老村落也在修复过程中，石磨展
示体验馆、千亩观光采摘园、农家旅社等项目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村中在外打工的年轻
人也都回来了，大家撸起袖子打算大干一场。

地处“江北皮鞋第一镇”蓝村镇的前白

塔村，则抓住美丽乡村建设这一契机，鼓励
和扶持当地经济支柱——— 皮鞋制作加工产
业。该村采用村庄买单的方式，投资300多
万元，对道路、绿化、亮化等进行改造，并
支持商户对原有门面房按上灰下白的商铺风
格统一改造，提高商业街档次；还投资30多
万元，请临潼古建筑设计师修建了前白塔商
业街牌坊，使得村庄商业街面貌焕然一新。

前白塔村党支部成员姜峰说，村里正依
托国际陆港建设“物流小镇”，搭建电商服
务平台和淘宝城，力争凭借“互联网+”重
振皮鞋重镇昔日雄威。目前，村庄工业园里32
家皮鞋工厂的电商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
皮鞋产业销售额突飞猛进。记者随机走进园
区内一家名叫“梦美琪”的工厂，发现其从打
版、制作、销售、物流，均实现了自主一站式解
决。“去年在淘宝上卖了500多万元，今年打算
在京东再开一家店。”老板姜颂信心满满。

要“俏脸蛋”，更要“钱袋子”

即墨“美丽乡村”建设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朱宗峰

“汩汩的泉水，茂密的树林，可口的农家
饭菜，真想多住几天。”9月3日，来自北京的游
客张世强，一住进枣庄市山亭区葫芦套村新
建成的民宿，就被大山深处的美景深深吸引。

到山溪里捉鱼，爬山挖野菜，体验农家
原始生活，夜观繁星点点。张世强和同伴们
玩得很开心。

山亭区被称作枣庄市的“后花园”，境
内拥有5400多座大小山头，森林覆盖率达
58 . 1%，素有“灵山秀水、林海果园”之美
誉。在实施精准扶贫中，该区立足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精品民宿，在绿水青山
上做脱贫文章，让很多贫困户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

葫芦套村坐落在青山绿水间，因地理位
置偏僻、交通不便，近年来很多人陆续外出
打工，造成大量房屋闲置。但村里生态资源
丰富，山顶绿树带帽，山腰林果缠绕，山底
花草遍野，还有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
长山庙旧址、石佛寺旧址等人文景观，森林
覆盖率95%以上。去年初，该村成功引进上
海极亚旅游公司投资3000万元，办起了精品
民宿，搞起了乡村游。

“俺们村都是石头房，冬暖夏凉，闲置
的老房子这么一改造，很受城里人欢迎。”
村党支部书记尚明程对记者说。

发展民宿，政府是主导。该区先后制定
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同时，不断加大民宿发展扶
持力度，对发展旅游民宿的村，旅游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完成并经评估验收后，区里按照

工程投资额的 5 0 %奖补；对发展“农家
乐”、旅游商品店的贫困户，区里每户分别
奖补5000元、4000元和3000元。

民宿开到哪儿，培训指导就跟到哪儿。
该区组织开展的技能人才培训班好比“及时

雨”，通过开办集中培训课、旅游夜校等，
累计培训1200余人次。

“我们立足不同的资源，分别打造高、
中、低不同档次的精品民宿，以此来满足不同
群体的消费，真正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
心、住得安心。”区旅游服务局局长李永平介
绍说。据了解，光民宿一项，全区年可实现营
业收入8000多万元，旅游综合收入1 . 8亿元。

同时，该区借助市场“无形之手”，按
照“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让民
宿发展如虎添翼。该区引入青岛新空间，在
石嘴子水库沿岸建成柜族部落，融入十二生
肖、十二星座等文化元素，成为全国第一家
以集装箱度假房为主题特色的旅游度假区。
引导扶持银光广告创意设计团队，对石嘴子
村、双山涧村、葫芦套村、庙南峪村等民宿
进行外观、内部装饰设计和改造，并伴随民
宿兴起了“乡村书吧”“萌宠乐园”“乡村
咖啡屋”“山水云间”等创意产品，把山亭
“民宿牌”打造得越来越响。

目前，全区已发展乡村民宿51家，住宿
房间、接待床位分别达到810间1560张，餐位
数达到4780个，从业人员1000人，带动220户
480人脱贫，拉动就业1万余人。

徐庄镇石嘴子村48岁的村民张茂焕靠在
柜族部落打工全家脱了贫。她爱人徐敬传患
脑梗失去劳动能力，每月药费300多元。去
年，村里将张茂焕安排去柜族部落当客房管
理员，每月收入2000多元。

□李明 任建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自从加入环境卫生协同管理群成为一名

卫生志愿督查员，随手拍就成为广饶县花官镇北口村村民
赵会莲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街头巷尾的卫生死角还是河
岸沟渠的残留垃圾等，只要把随手拍到的脏乱画面上传到
花官镇卫生督查聊天群，第二天拍摄地点就会有卫生保洁
员来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花官镇环境卫生协同管理聊天群历史记录里可看
到，几乎每天都会有各村的卫生督查员把随手拍的卫生死
角上传到督查群。该镇城建委工作人员会根据照片现场督
查、整改并将整改完成的现场照片上传作为给卫生督察员
的答复，同时卫生督察员可获得2-5元的微信红包。

如今，利用掌上平台吸引群众参与各项工作已成为花
官镇实现政务公开、政民互动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环境卫
生督查协同管理，妇女之家、文化花官、食品安全监督之
家等多个聊天群的应用吸引了不同层次群众参与到该镇各
项工作中来，各类“建言献策”、“文明评选”、“村务
亮出来”等活动也依托掌上平台广泛开展，提升了群众参
与各项政务的积极性。

贫困户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山亭：民宿成精准扶贫“新战场”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莉娜 报道
本报高青讯 “土地都养殖小龙虾了，

水稻安全如何保障？”答案令人欣喜：小龙
虾、水稻产量均实现同步增产。随着高青清
水龙虾养殖业的发展，不少庄稼人开动脑
筋，在龙虾养殖方面探寻新出路。2015年创
新出“以稻养虾，以虾促稻”的养殖模式。

在高青县“稻虾共作”的发源地——— 蓑
衣樊村水稻种植基地，技术人员表示：“虾
与稻的巧妙结合，其实就是生态种养，水稻
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及害虫，成为小龙
虾的饵料，而小龙虾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肥，形成一种优势互
补的天然生物链。”县水产局局长刘宝山告诉

记者，“等水稻长到30公分左右时，每亩投放
30到50斤虾苗。虾苗密度不能太高，否则会导
致龙虾在水中争抢食物、破坏稻田。”

难能可贵的是，小龙虾的经济效益教会
了农民保护环境，学打“生态”牌，减少农药、
化肥等投入，转而使用生物肥、频振式杀虫灯
等办法，正成为一种自觉。“农民还自发相互

监督，因为一旦生态出现状况，损失的可能是
整个小龙虾产业。”采访中，一位村民说。

“以前我们种了600多亩水稻，亩产500公
斤，每斤只能卖到3元。自从开始在稻田里养
龙虾后，亩产650斤大米，一斤能卖到13元，此
外还有每亩100斤龙虾的额外收入。今年总共
有360亩稻田虾，每亩能赚到2000元左右，最多
一天卖了200斤。明年打算拓展到1000亩。”大
芦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经理李有宝说。

今年，县财政专门拿出100万元资金支
持小龙虾养殖，对30亩以上的养殖基地，给
予每斤5元的苗种补贴。目前，全县共建设
龙虾养殖基地39处，面积2850亩。

以稻养虾 以虾促稻

高青：念好稻田里的“龙虾经”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李月 杨乐 报道
本报禹城讯 “如今干部档案实现了数字化管理，不

用再经常翻阅纸质档案，更加安全可靠。”日前，在禹城
市委组织部档案室，正在查阅干部档案的禹城市法院政治
处干部邵玉卿说。

今年，禹城市把干部档案数字化建设作为加强干部工
作的重要内容，从纸质档案整理、数字档案扫描、档案管
理使用三个环节，推动干部档案管理由传统方式向数字化
转变，进一步提升了干部工作信息化水平。经过一个月的
扫描录入，目前该市1600余名干部的档案全部实现了数字
化管理。据介绍，干部档案实行数字化管理，可确保档案
的安全性与真实性，实现每名干部“双档管理”，有效防
止了档案造假现象发生，同时也减少了纸质档案的损坏。
此外，该市还对管理主体、职责权限、数据查询传递、设
备升级维护、安全保密等均作出明确规定，档案查阅人、
查阅时间、经办人员等信息也都能在系统中查询，有效提
升了干部档案管理科学化水平。

禹城：干部档案
实现数字化管理

乡村刮起掌上政务风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张德杰 陈铭涵 报道
本报平度讯 “吃甘甜葡萄，品红酒文化、领略优质

葡萄酒的诞生过程，这趟庄园之旅来得超值！”进入9月
份，平度市大泽山进入了“甜蜜”的收获季节，潍坊游客
陈薇和家人在高氏庄园品尝着今年春天自己“认领”的葡
萄，心情倍爽。

9月1日，第31届青岛大泽山葡萄节在大泽山镇开幕，
同时在青岛奥帆中心设立分会场。整个活动将持续到10月
29日。活动将现代精致农业和休闲旅游业有机结合，深入
打造大泽·葡萄旅游古镇，充分展示平度和大泽山丰富多
彩且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

“目前，我们正发展壮大葡萄和旅游两大产业，建设
以大泽山综合文化展示馆、天柱山书画院、抗日战争纪念
馆、美食部落、游客接待服务中心等特色建筑和一批城镇
综合体，着力打造集东夷文化、葡萄产业、自然风光于一
体的全国知名的特色小镇。”大泽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高氏庄园里，经理王红忙着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游
客，“我们这里占地约200亩，集葡萄种植、葡萄酒加
工、旅游观光于一体，年接待游客6万余人。”在大泽山
镇，像高氏庄园这样的“融合体”已有20多家，每年吸引
60多万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旅游休闲、度假养生。

和高氏庄园相距不到5公里的“葡萄大观园”里，却
有另一番的葡萄文化景致。“园主”昌云军用心打造了山
东省首家葡萄博物馆，博物馆里从葡萄的衍生产品、药用
价值到葡萄的包装、文物、获得的奖项一一陈列，成为大
泽山葡萄产业史上精彩的点缀。

“博物馆内还有葡萄酒吧、品酒室，在户外休闲的同
时，可以品品葡萄美酒。”昌云军说，这样“葡萄大观
园”将迎接更多的游客观光、体会大泽山葡萄文化。

31届葡萄节打造旅游古镇———

一串葡萄的“三产”融合

□张环泽 报道
山亭区洪门村民宿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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