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辖115个村，人口7 . 2万
人，218平方公里，地处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心地
带和青潍日交界之处，与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一山相隔，与董家口港城跨步之遥，是山水
之城、生态之镇，是特色农业发展兴旺之地，
也是30万丁氏后人的乡愁之根。镇党委、政府
立足自身生态、产业、文化等优势，以实现
“山水优美、田园秀美、人文淳美”为总体目
标，加快推进“明清古镇、丁氏族居、芳香小
镇、文美大村”建设。

留住青山绿水

保持生态底色不变

坚持生态立镇和保护性开发基本理念，倡
导绿色发展方式，整治一片区域、形成一片风
景、带动一片产业、造福一方百姓。做优山水
田园文章，有机整合现有资源，防止盲目切块
分割，促进山、水、林、村一体化布局、片区
化发展，打造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田园综合
体。

大村是“全国环境优美镇”“全省绿化模
范镇”“山东省森林乡镇”，有着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辖内拥有“五山两河二
十库”，林木总面积17 . 7万亩，森林覆盖率
58%；中小型水库塘坝151座，总库容量5188万立
方米；白马河、吉利河两条“百年老河”支流
28条，两河流域覆盖全域；农用土地28万亩，
基本农田14万亩，占全区基本农田总量的近八
分之一。大村可谓新区的“城市之肺”“饮水
之源”和“重要粮仓”。

文化古韵今唱

传承丁家大村基因

把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作为推动地域长远发
展的精神支撑和源源动力。重点推崇明清时期
琅琊丁氏文化，把核心文化元素与当前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良家风进行融合推广、
代代相传，促进以文化为载体的人文旅游等产
业业态形成。

琅琊丁氏诞生于650多年前的明清时期，共
有72分支，目前已入宗谱50多支，后代子孙30多
万人。丁氏文化集中体现在流转至今的古著、
古人、古物、古训、古事等文化线索上，包括
《金瓶梅》《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历
史名著；丁惟宁(兰陵笑笑生)、丁耀亢、丁自劝
等文人雅士；“关帝庙退敌兵”“不忘一饭之
德”“一门三进士”等文化故事；丁氏家训、
“家政须知”、“耕、儒、仕、商”等百年古
训。为传承历史文化，大村以民间团体或组织
为主体，成立了丁家大村文化研究会，建立了
丁氏文化传承基地；开展琅琊丁氏丁酉中秋笔
会，30名丁氏后人书法家亲自为村庄门头牌匾
题字拓印，让古韵古风穿街走巷；举办了三届
琅琊丁氏清明祭祖大典，并将丁氏文化精粹作
为当前开展的镇风、村风、民风“三风”活动

主要内容，广泛宣传、深入民心。

全域规划布局

重点领域先行突破

立足镇域资源优势和生态基础，充分发挥
自身区位以及产业、文化特色优势，确立了大
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总体思路：紧紧围绕实现
“山水优美、田园秀美、人文淳美”总体目
标，按照全域统筹、规划先行、特色引领、发
展共享的理念，构建“一核双引擎、轴带贯
通、六区联动”产业布局，突出农业文化旅游
“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
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着力规划建设“明清古
镇、丁氏族居、芳香小镇、文美大村”。

一核双引擎。“一核”，即以镇驻地区域
为小城镇核心，引进或培育优质双创产业园和
文化产业园，彰显琅琊丁氏文化魅力，按照明
清风格对城镇形象进行改造提升；“双引
擎”，即打造以食用菌和牡丹产业为主导的
“双产业引擎”，推动食用菌产业链升级延
伸，加快城发国际牡丹产业园建设，规划建设
万亩花卉产业园。

轴带贯通。即打造白马河、吉利河以及开
城路“两河一路”一轴两带，统筹规划布局、
资源整合打包、区域同步开发，推动镇域发展
南北贯通、东西衔接。分步推进白马河、吉利
河两条“百年老河”生态治理，依靠治水招财
引资；启动开城路路域形象提升工程，打造
“新区印象”。

六区联动。规划建设食用菌全产业链产业
区、花卉苗木全产业链产业区、藏马山民俗集
群旅游区、4 . 0功能型农业示范区、沿灵龟湖田
园度假区、吉利湖生态旅游拓展区六大功能
区，构建全域统筹、多区联动发展格局。实施
藏马山围山河路拓宽整治工程，带动山系西麓
资源开发；加快4 . 0功能型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小镇空间拓展

建构多元功能格局

围绕新区发展蓝图，立足自身优势，不拘
一格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做好镇域总体规划与
市政工程、生态治理、旅游发展等单体规划对
接，逐步打破限制城镇扩容辐射发展的空间壁
垒，推动城镇布局“东扩南展”。在牡丹园、
北斗数据中心、4 . 0功能型农业等重点项目引领
下，构建“芳香小镇”“北斗互联网小镇”
“4 . 0农业电商小镇”等功能多元化、技术兼容
化、信息共享化产业小镇。

城镇建设着力推进城镇硬实力和软实力综
合提升。2017年，全镇共引进区级重点项目6
个，在谈项目13个。其中，一期投资1 . 5亿元
的城发国际牡丹产业园牡丹种植规模近1000
亩，基因库入库品种500余种，两年内全球牡
丹品种入库品种过半数，中国农科院牡丹研究
中心青岛分中心落户大村；藏马山路至开城

路、S398西南庄至天台山两条景观迎宾大道已
完成土地清理 7 0 0多亩，带动小城镇与开城
路、牡丹园区域协同发展；投资200多万元的
平安大村智慧管理平台已建成，利用移动互联
以及北斗技术，将镇内社会治理、防火防汛、
应急管理、市政管护等单行系统并网并轨和数
据集成，构建智慧大村网格化治理体系；规划
建设北斗车联网大数据中心项目，推动城市管
理数字化、智能化和精准化，为未来打造“北
斗互联网小镇”奠定基础；4 . 0功能型农业农
交中心启动建设，打造集4 . 0功能型农业、北
斗可视化远控智慧农业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
全程可追溯监管系统、农产品电子商务创业孵
化平台“四位一体”的综合性交易服务中心。
一期占地60亩，已建成农副产品加工车间及恒
温仓储、气体调节恒温仓储、电商交易服务大
厅等设施。

农业结构升级

链条延伸全民参与

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
途径，引导特色农业全域“开花”和适度规模
经营，鼓励300亩以上、支持千亩以上特色园区
建设。推行“产业+农户”多种参与形式，重点
鼓励“企业+金融+合作社+农户”产业模式，加
快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挥产业在助推精准扶
贫、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上
的支柱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
动产、学、研和一二三产协调发展。

大村镇“菌药茶花果畜”等特色产业发展
迅速，基础规模实现量变，发展成效实现质
变。全镇食用菌生产企业及园区15家，专业合
作社30家，各类芝菌品种8个、品牌10余个，荣
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食用菌特色
小镇示范单位”称号；芝菌产业扶贫模式成为
示范，建成5个镇级和10个村级产业扶贫园；金
银花、石斛、西洋参等中草药种植面积1000
亩；茶叶种植面积突破2000亩，浓香山、石锅
绿茶等茶叶品牌畅销全区；各类苗木花卉园区
20000亩，城发集团规划建设万亩牡丹产业园；
果林面积7500亩，打造了西海岸国际蓝莓节分
会场；以琅琊鸡、韩牛养殖为代表的特禽养殖
全区单体最大，年存栏韩牛1200头、本地黄牛
2000头、琅琊鸡5万只。

旅游激发活力

展现西部“第一印象”

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作为展现自身形
象、开启发展窗口、提升软实力的新路径，作
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深
入实施全域旅游振兴计划。加快以美丽乡村为
主体的田园综合体建设，先行推进山域、水
域、路域等重点区域地标性景观打造，抓好藏
马山围山河路拓宽、“百年老河”治理等重点
工程，大力开发健康养生、休闲运动等多种旅

游形式，呈现新区西行客源的
“最美终点”，东行客源的
“第一印象”。

2017年，大村镇创建西
南庄和戴家庄两个市级美
丽乡村，其中，西南庄村
与城发国际牡丹产业园
捆绑打造“庄园合一”
的田园综合体，总投资
3800万元，一期投资1800
万元，撬动社会资本1 . 5
亿元，有力推动国花文
化和丁氏文化“两种文
化”融合，以及休闲观
光、文化体验、特色民宿等
多种旅游业态发展。打造藏
马山悠然谷、城发生态园等36
个精品园区，让游客来到大村可
以食芝菌、赏国花、饮清茗、住民
宿。发挥开城路干道轴带作用，把形象
招牌挂出去。自西向东规划建设
剪纸艺术、三盏石灯、丁氏
先贤石雕、国学馆等主
题景观和设施，让来
客 体 验 古 镇 、 古
村、古文化的历
史底蕴，实现一
路有特色、一
路 有 看 点 。
开展丰富多
彩的旅游体
验 以 及 会
展 活 动 ，
成 功 协 办
2 0 1 7 中 国
首 届 食 用
菌 特 色 小
镇 产 业 发
展 大 会 ，
300多位芝菌
产业领域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
表齐聚新区；举
办首届青岛西海岸
吉利湖马拉松大赛，
3 0 0多名体育爱好者竞
跑大村。

黄岛区大村镇

明清古镇 丁氏族居 芳香小镇 文美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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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灵龟湖
②菇香小镇
③城发国际牡丹产业园(效果
图)
④大村镇4 . 0功能型农业农交
中心(实景图)
⑤大村镇黄岭村“黄泥·山
居”美丽乡村规划图
⑥藏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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