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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梅花 于惠

“农村发展这么快，可还是有些家庭跟
过去养小狗小猫似的带小娃娃，不注重孩子
的教育和文明素质培养，养出个淘气包以后
和家里治气，你说这日子咋可能过舒坦？”4月
19日晚，曲阜市息陬镇一张曲村的村民聚集
在村文化广场上办起了“和谐家庭”讲座，村
民们自带马扎，听得饶有兴致。传习讲师、曲
阜市委党校教师胡亚军准备了“一箩筐”的身
边故事，还时不时抛出问题和村民互动，效
果远远出乎她的预料。

面对来自基层农村的新诉求，曲阜于4月
4日在小雪街道武家村成立首个新时代文明
传习中心。按照规划，一张曲村等其他19个村

将同步探索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建设工作。
“虽然很多村民已经富起来了，但富口

袋没富脑子，经常让人哭笑不得。”武家村
党支部书记武波给记者举了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村里买车的越来越多，但村路却并不宽
敞，村民们互不谦让，家家都想把车停在家
门口，难免出现你挡我、我挡你的状况，大
家为此没少拌了嘴。另一方面，党的很多新
思想新政策不能及时传达到农村，也是造成
物质富裕的背后是新时代农村文明建设跟进
滞后的主要原因。

在突出“新时代、新思想、新农民、新
生活”主题的同时，曲阜以村居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为基础，整合党员活动室、“孔子学
堂”、“人人彬彬有礼教育学校”、尼山书
屋、“和为贵”调解室等基层现有场所和设

施，建设“新时代新思想传习室、新时代形
势政策传习室、新时代儒家文化传习室、新
时代文明风尚传习室、新时代科技知识传习
室、新时代法律法规传习室”等六大传习阵
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促进党的思想理
论政策在基层落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
作。

4月20日，在尼山镇圣源村的“和为
贵”调解室内，很多村民上了他们人生第一
堂“法制课”。“有些村民爱闹乱子爱上
访、有些村民吃亏上当还给人做嫁衣，问题
都出在不懂法上，这一课，补得有点晚，却
很及时！”村党支部书记冯敬华说。借着传
习中心建设的契机，传习讲师王星计划在一
个月时间内，对所有村民进行一次拉网式的
法律知识培训。

乡村文明缺啥，传习中心就补啥。曲阜
建立起6支涵盖理论教育、科技文化、法律
法规等多个领域专业人才的传习队伍。在实
践中，曲阜更注重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
和制度保障。依托传统文化优势，通过
“讲、评、帮、乐、庆”等多种方式，设计
开展百姓儒学、家风培育等工程，评选身边
模范，帮扶困难群众，传习好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

“传习中心的设立，是曲阜市实施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将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传播与普及，更
能够推动全市上下进一步铸牢理想信念，坚
守价值追求，坚定文化自信，为加快建设‘东
方圣城 首善之区’厚植道德根基、汇聚精神
力量。”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

把新时代精神融入新农村
曲阜：20个村试点建设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

□通讯员 石慧丽 记者 吴宝书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西闫村扶贫车间，

20余台机器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埋头加工服装，返乡创业
青年丁力正在忙着装车发货，每天成批次的服装成品送往外地
市场。一片繁忙景象的背后，正是该村精准扶贫的真实写照。

33岁的丁力是这家服装厂的老板。几年前，丁力还是一名
因家庭贫困、辍学外出务工的打工仔。在外地服装厂工作的他
在掌握了服装制作各个环节技术后，怀揣着创业梦想回乡创
业，在镇扶贫办的帮助下申请了小额担保贷款10万元创建工
厂。经过三年打拼，服装厂初具规模，年加工成品服装10万件，
招聘了附近30多名贫困户妇女从事服装加工。在此务工的贫困
人员人均月收入2000余元，走出了脱贫致富的坚实步伐。

据了解，半堤镇常年有近万名外出务工人员，该镇把农民
工当做“香饽饽”，在政策上扶持、情感上感召，吸引更多在外工
作及经商的人才把目光投到家乡，做强“归雁经济”，提升镇域
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目前半堤镇像丁力一样的返乡创业人才
越来越多，他们和大学生村官、扶贫结对帮扶干部一起，成为乡
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乡亲们踏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崔小芸 曹洪梅

4月20日一大早，沂源县张家坡镇阳三
峪村任成全老人和老伴杨本兰添柴生火，烧
水泡茶，开始忙活起来。“今天有个全省的
骑行比赛在俺村举办，客人肯定多，得早作
准备。”杨本兰一边生灶一边笑着说。

来阳三峪旅游的游客都对“大碗茶夫
妻”有深刻的印象。任成全夫妻俩是村里四
世同堂的幸福老人。去年，老两口住进了村
里的养老幸福院，吃、穿、用全包，可他们
不愿闲着，也想为村子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现在，老两口在游客休息区泡制大碗茶，果
木烧泉水泡制的大碗茶成了景区的一大特
色，游客们纷纷驻足，一品茶水的清香。

乡村旅游强村富民

阳三峪村全村180户576口人，原来很
穷，如今，小山村摇身一变，成了旅游度假
区，村里通上了柏油路，庭院别致，户户花
香。

作为山东省三产融合试点村、全省首批
美丽乡村示范点，阳三峪村从2012年开始尝
试三产融合，实施了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
成立了沂源越水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

社员258户。2015年，通过土地流转、盘活
农村闲置房屋、乡村旅游、“互联网＋”等
多种方式，把过去农户单打独斗的家庭生产
升级为公司化经营，成立了沂源县阳三峪乡
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阳三峪村以企业为引领，深挖特色资源
和优势资源，走“龙头＋合作社＋基地＋农
户”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吃、住、采摘、游
乐“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45岁的村民张贵臣给记者算起了收益
账。他家有10亩果园，其中有8亩被流转到
公司，他也从自己种地变成了给公司打工。
自家的果园成了采摘园，部分房屋经过合作
社统一装修成为客房。过去10亩果园一家人
一年收入也就六七万元，现在他除了这部分
原先的收入，又增加了三份收入：一份是房
屋出租租金16182元，一份是他和妻子的工
钱近30000元，苹果收入和分红67599元，合
计增收11万多元，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

如今，阳三峪村成为了山东省伏羊文化
节和山东沂源（阳三峪）苹果采摘文化节举
办地，拥有三黑养殖基地、家庭旅馆、接待
中心，163张床位，能同时接待近千人就
餐。乡村旅游、有机果品销售、野菜和野生
中药茶加工体验、新型农民职业培训已经把

整个村的经济发展带动起来，村民户均增收
3万多元。

渴望注入外来资金

自从办起乡村旅游，村里的经济条件也
越来越好。旅游公司去年收入突破千万元，
这些钱又用于搞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了以农
家乐为主调的沂蒙特色美丽农家小院31户，
建设富硒有机苹果精品采摘园600亩、生产
基地1500亩，建起了文化广场，硬化了村内
道路。目前已累计投入了6000多万元，下一
步还计划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

然而，红红火火搞建设的同时，阳三峪
村党支部书记田月水也有些发愁。这些年就
是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步子太慢。尽管也
有很多企业想来投资入股，但多数企业想把
村民占股部分缩小甚至剔除，最终双方协商
不成而告吹。“我们旅游收入这部分按四六
分成，老百姓拿大头，公司拿小头。我们发
展乡村旅游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老百姓真正得
到实惠，让乡亲们真正幸福起来。”田月水
坚定地说。他也迫切希望与志同道合的企业
合作，一起把阳三峪乡村旅游做大做好。

期盼涌入更多年轻人才

4月19日，为迎接第二天的山东省全民
健身运动会万人骑行比赛，阳三峪旅游公司
会计殷元霞忙得不可开交。小殷是土生土长
的阳三峪村人，前年回村就业。殷元霞说，
她在大连上的大学，所学专业为旅游管理。
2015年，小殷从父母口中听说，村里借全省
推行乡村旅游“改厨改厕”工程的机会，开
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并且成立了旅游公
司。她决定辞职回老家，靠本事吃饭在乡村
一样有发展空间。

小殷一回家，田月水亲自将她请进了旅
游公司。现在，殷元霞从公司走路回家只需
要五分钟时间，吃住不用额外花销，这样算
下来，她每月拿到手的钱比在之前的单位还
要多。

“现在旅游公司有员工70多人，但大多
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年轻人寥寥无几，更
别提懂运营、懂宣传的专业人才。”田月水
感慨道，“虽然村里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
是相应的旅游管理和服务也得跟上，随着村
里的游客集散中心投用，项目越来越多，专
业人才缺口将更加突出。”

张家坡镇党委书记田立勇告诉记者，镇
里适合搞乡村旅游的村子很多，但由于缺乏
大量资本的进入和人才瓶颈，形不成大气
候，下一步他们将重点加强资金注入、人才
涌入，绿水青山最终才能变成金山银山。

乡村旅游，资金、人才瓶颈待破
——— 阳三峪村蹲点调查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郭广瑞 报道
本报临沂讯 4月28日，临沂综保区28个新旧动能转换项

目集中签约奠基，包括中农联·临沂国际肉类冷链物流港、临
沂综保区东方跨境电商产业园、京通易购智慧物流产业园、
中国外运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青岛绿辰进口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等项目，合同投资金额32 . 4亿元。

这28个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智慧物流、外贸综合服
务、跨境电商、保税展示展销、总部经济、融资租赁等领域，都是

“四新四化“类项目。据了解，今年临沂综保区实施“倍增计划”，
确保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20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20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3000万美元、税收1 . 5亿元的目标。一季度，全区实
现进出口额3 . 9亿美元、增长8倍以上，实现税收1369 . 9万元、增
长4 . 5倍；1-4月份，注册企业490家，签约重点招商项目63个。

临沂综保区28个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签约奠基

半堤镇“归雁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段宗斌 顾芳 德引 报道
4月20日，在利津县陈庄镇堐西村村史馆(全省社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示范点)里，乡贤赵永森向集贤小学学生讲述村
史和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利津县借助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设了23处村史馆，涵盖农耕、移民、商业、民俗
文化，为乡村振兴积蓄软实力。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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