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赵卫平

电话：（0531）85193261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第210期

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为推进企业发展提质
增效，寒亭区及早谋划，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发展
目标，力促全区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寒亭区以中
国食品谷为依托，大力发展涵盖企业总部、科研孵
化、电子交易、商贸金融、仓储物流等为一体的业
态共同体，打造形成面向全省、辐射全国、走出亚
洲、走向世界的“食品硅谷”。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郑颖雪

3月1日，从青州城区出发向西，沿着一
条盘山公路，经过多个急转弯，来到一个叫
做胡林古的山村。

4年前，记者曾经来到胡林古村采访，
当时村里只剩下四十几位老人，年轻人都带
着孩子进城打工去了，村里一片萧条。

“我们这儿耕地少，经济收入很低，能
出去打工的都走了。”胡林古村党支部书记
孟庆利告诉记者，由于贫困，导致村里人口
大量流失，更别提发展经济了。

这次采访，记者却见到了完全不一样的
景象。胡林古村边原来的荒山上，现在种满
了黄栌、杏、核桃、榛子等树木；以前荒废
的三个小山谷，如今种植了十万余株玫瑰；
停车场、公厕，各类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自
驾游的车辆，忙碌的村民，整个村子充满了
活力。

短短几年时间，胡林古村为何发生了这
么大的变化？

据了解，2015年之前，胡林古村集体收
入为零。村两委决定“靠山吃山”，依托当
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发展旅游产业。孟庆利
告诉记者，胡林古村是原生态的，风光独
特，只要解决三个荒山的绿化问题，就是旅
游度假的好地方。但是要发展旅游业，资金
是首要难题。孟庆利想到了引入社会资本，
保护性开发。经过多方奔走，终于，他找到
了刘化龙，一位从潍坊走出去的创业者。

2015年7月，刘化龙的第一笔投资50万元
到位，后来又陆续投入2000多万元。胡林古村
动作迅速，打深水井，解决用水问题，在三个
荒山头上植树造林、恢复生态环境，修路，高
标准统筹推进生态建设和旅游养生等产业发
展。

“你看，埋设好的几条地下管道预留口的
盖子上，有的写着供水管道，有的写着污水管

道，有的写着雨水管道。”孟庆利说，这是我们
建设的雨污分流系统，杜绝污水流入山谷水
系或渗透到地下，雨水则通过管道流入山谷
河道。

2016年，胡林古村成立旅游合作社，村子
以山地、耕地、果树等自然资源入股，刘化龙
以资金入股，对胡林古村统一规划开发、经营
管理，并让全体村民入社，把不种的地、空闲
的屋统筹利用起来，盘活闲置资源。

胡林古景区规划总设计师王禄兵告诉记
者：“整个景区的规划分为一水多谷，一水
主要就是一条水系景观带，相关的一些特色
山谷，将来会再打造成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台
地景观。胡林古村地势比较高，并且四面环
山，植被保护比较好，主要是借助它优越的
自然条件，来打造一个颇具特色的休闲度假
村。”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胡林古景区已经初
见规模，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基础

设施加快建设的基础上，胡林古村还充分挖
掘民俗文化，突出农家特色，推出特色体验
项目，增加乡村游的独特性和趣味性。

来到村中的农家菜馆，石头建成的房子
内，三桌食客们正吃得津津有味。“这跟小
时候在老家吃饭一个感觉，炉子上面烧着开
水，吃着土灶大锅炖的鸡，特别香。”来自
淄博的游客周京磊说。

胡林古村村民孟现华告诉记者：“自从
村里发展旅游以来，村里很多人都回来了，
有的开个农家乐或者小饭馆儿，有的给村集
体打工，都能赚不少钱。”

依托自身特色，胡林古村趟出了自己的
发展路子。如今，项目建设每天吸收本村及附
近村民用工110多人，树越种越多，环境越来越
好；旅游业吸引了大量游客，村民们腰包鼓了
起来。去年，合作社出资110万元为村民分红。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小山村的好日
子还在后头。”孟庆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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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

胡林古村民分红110万元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郭秀红

潍坊市坊子区黄旗堡街道逄王一村党支
部书记周顺治年后电话多了起来。3月5日，
在“逄王一品”有机西红柿园区内，记者见
到周顺治，他正在接待一位前来洽谈有机西
红柿采摘业务的客商。57岁的老周指着身后
大片的冬暖式大棚告诉客商：“3月18日，
俺村就要举行第二届有机西红柿采摘节。到
时，你可以来现场体验一下。”

送走客商后，老周向记者介绍：“这是
年后第四拨来洽谈采摘业务的了。之前还有
旅游公司过来，想到俺村搞采摘游。”从1988
年起就担任逄王一村党支部书记的周顺治，
原先怎么也想不到西红柿竟有如此大的文章
可做。逄王一村的土地条件好，从事西红柿种
植已有30多年的历史，前些年，村民售卖西红
柿的价格只能随行就市，无法卖出高价。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逄王一村成立了潍
坊市坊子区兴逄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120
户种植西红柿的村民加入到合作社中，合作
社统一提供西红柿品种，统一移栽西红柿幼
苗，统一提供有机肥料，统一技术管理。
“我们坚决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
等化学物质，施肥使用有机肥和微生物肥
料，2017年取得了有机转换认证证书。”周
顺治说。

每到种植的关键节点，逄王一村总是召
集所有种植西红柿的村民，开会布置技术要
求及注意事项，“现在搞农业生产，不能闭
门造车，在街道组织下，我们经常带领村民
外出学习。比如，原先我们大棚一亩地栽苗
2400棵，我们学习后获知这样容易导致增加
遮阴面，改为了2000棵，效果好了许多。”

好产品种出来了，栽植规模也上去了，
品牌意识还要跟上。为此，逄王一村专门主
打“逄王一品”有机西红柿品牌，主打采
摘、中高端市场，通过电商与线下市场推广
相结合，并通过采摘节的方式，将产品的品
牌效应放大。

2017年3月，逄王一村组织举办了首届
西红柿采摘节，共计接待省内游客22000人
次。“仅是采摘部分，近三分之一的产品就
能销售出去。在市场上普通西红柿一斤售两

元左右时，采摘售价到了每斤八元。现在，
菜贩子来我们村收购西红柿，根本收不
到。”今年，在区、街道的支持和帮助下，
逄王一村又早早地开始筹划第二届西红柿采
摘节。

去年，逄王一村人均纯收入实现2万余
元，仅西红柿一项，村里销售收入就实现
1560万元。30岁出头的村民周高峰原本从事养
殖业，由于环保要求需要改行，看到村民们种
植有机西红柿赚了钱，去年也投资建了一个大
棚从事有机西红柿种植。在逄王一村的带动

下，黄旗堡街道的兴逄、海涛、际勤、杞东
等4个合作社已流转土地1200亩，形成了以大
棚路为轴线4个园区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目前，逄王一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群
体都在40岁以上。这两年，黄旗堡街道组织
了包括逄王一村在内的村干部、党员，到过
寿光、临沂、无锡、成都等地考察现代农业
园区。今年，逄王一村将把建设重点放在观
光示范棚的建设上，计划投资1100万元新建
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的温室智慧观光棚1
个，投资300万元新建瓷基新型环保材料观

光示范棚10个，投资1000万元新建配备水肥
一体机、智能温控机、四项传感器、自动卷
帘机、土壤检测仪等现代农业装备的新型示
范大棚40个，引导传统产业向现代化发展，
把群众从传统种植理念里解放出来。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西红柿产品质
量安全，积极推行种植测土配方施肥、杀虫
灯、粘虫板等物理防虫技术和土传病虫害处
理技术，实行一棚一册、一地一码，每一个
棚都建立田间生产记录和产品检测档案记
录。”周顺治说。

坊子区逄王一村去年西红柿销售收入达1560万元———

村民尝到了打造品牌的甜头

□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在2月26日召开的潍坊市

农村工作会议上，潍坊市提出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
战略地位和“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科技创
新与服务、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建
设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焕发农村文明新气
象、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七个
方面走在前列。

聚焦产业兴旺，大力发展农业“新六
产”，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有效途
径。在诸城东方田园综合体，占地1000亩的
东方农场里种满了矮化苹果、大樱桃、有机

桃。游乐园区有大小人工湖30个，各类水生
植物百余个品种。智能采摘大棚已开工建
设，民俗村、购物村、田园农庄也相继着手
建设。像这样的新型农业综合体，近年来在
潍坊市如雨后春笋般扎根成长。鼓励发展这
种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新六产”，是现代
农业的新型业态，对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
重要意义。

科技支撑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对于提高
农民收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关键作
用。作为著名的蔬菜之乡，寿光市在全面融
入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同
时，强力攻坚蔬菜标准、品牌、技术、安
全，力争年内新增大棚“两改”面积2万
亩、水肥一体化面积5万亩，种苗年繁育能

力16亿株以上，用3至5年的时间，建成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全国蔬菜商业化育种中
心。

在聚焦改革开放方面，潍坊市将深化现
代农业综合改革试点，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特别是要把解决“钱从哪里
来”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形成多元投入格局；认真落实
中央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部署，推动
农业开放发展，建设农业开放发展先行区。
在聚焦生态宜居方面，潍坊市则要实施规划
提升行动，统筹编制好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和
各专项规划；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整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施镇村和农村新
型社区提升行动，形成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行动，打

造健康乡村、文化乡村、幸福乡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农村方方面

面，潍坊市将深刻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
“三农”工作带来的新契机。注重发挥现代
农业发展优势，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持续
推进农业改革创新，培强做大农业特色产
业，更大力度、更广领域引领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切实把握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突出
抓好种子、农业标准和农机装备，深入推动
融合发展，建立多元投入机制，让各类要素
活跃起来。全力抓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导向，以农村垃
圾、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突出抓好农村改厕改
厨，集中推进农村生态整治，推动农村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

潍坊市把握关键环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庆和 报道
3月7日，在青州经济开发区范王村当地多肉花卉园艺公司种植园里，课外研学的学生在欣赏多肉植物生长情况。
今年以来，青州市为培植壮大花卉产业主体，对全市14家重点花卉企业实施“一对一”包靠服务，帮助引导花卉企业加快向品种研

发、种苗生产转型，不断提高和扩大企业花卉种苗生产水平和规模，预计年内全市种苗生产将突破2800万株，研发2个以上花卉新品种。
青州市以花卉产业为助力，全面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民增收成效显著。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看看 行行 动动

寒亭———

打造工业经济升级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3月6日，在圣城小学五年级的传统文化诵
读课上，孩子们集体朗诵传统文化的经典读本《大
学》。

近年来，寿光市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开
展诵读活动不仅是让学生记住名篇佳作，更重要的
是寻民族精神之根，寻现代文明之根。学校的楼
道、走廊、台阶等地方都贴有传统文化的图文，孩
子们时刻都能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下图为经典诵读特色活动现场。

3月3日，风和日丽，坊子区2018年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暨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奠基仪式在坊子
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举行，总投资850亿元的138个
重点项目和总投资45亿元的24项重点工程的竞业达
产，奏响了潍坊市项目集中开工建设的最强音，
所有集中开工项目均符合新旧动能转换的要求，
皆为低资源、低能耗、高产出的优质项目。今
年，坊子区规划实施了7个特色小镇、8大产业园
区、10个大片区、100个过亿元项目的开发和建
设。

乡村要振兴，技术不可少。临朐是农业大县，
又是中国优质果品基地重点县，果品种植面积30多
万亩、50多个品种。临朐成立专家服务团，下设种
植、果树、养殖三个专业组。专家团成员“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在大棚果开花、大棚瓜菜定植等
关键节点和时段，开展“培训大篷车”下乡和实用
技术上门服务等“扶智”行动。目前，临朐有150
余名农技专家、600余名技术员活跃在田间地头。

坊子———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临朐———

农技服务送上门

寿光———

传统文化进课堂

为解决居民电动车充电问题，高新区新钢街道
以银通居住区为试点，在7处电动车充电棚安装36
个充电桩，可同时为360辆电动车充电。居民给电
动车充电再也不用“打游击”了。

高新银通社区———

新建电动车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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