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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刘 旭

近年来，诸城市聚焦乡村历史文化展示场馆建
设，深挖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将历史文化展示室、
乡村记忆馆、村史展馆、名人故旧居等历史文化展
示场所建设作为文化惠民重点内容，已建成县级历
史文化展示馆（室）1处、镇级13处，社区级20多
处。

深挖红色资源，塑造文化新名片

诸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尤为突出，
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近几
年，诸城市主打“红色摇篮”文化品牌，不断将红
色文化基因注入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建设中。作为中
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故乡，枳沟镇北杏社区将党史
文化、红色文化融入到历史文化展示室建设中，建
成社区建党史展馆、北杏村史展馆，通过图文资
料、实物展示等形式，用一件件物品承载历史，用
一幅幅图片记录变迁，用一处处实景浓缩记忆，全
面展示北杏村的历史沿革、经济发展、先模人物、
村容村貌、文化生活和民俗风情等内容，集中反映
了北杏村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
得的巨大业绩。

石桥子镇刘家庄村被称为英雄的故乡，70多年
前刘家庄抗日自卫战就发生在这里。为了缅怀历
史，纪念革命先烈，石桥子镇投资520多万元在原
抗日自卫战遗址上，修建起刘家庄抗战纪念馆，以
抗战遗存实物、雕塑、图片展示以及当时参战老首
长的采访资料等方式还原刘家庄抗日自卫战战斗场
景，展示英雄事迹、英雄人物，将刘家庄村民在民
族大义面前展现出的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团结一
致、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进行长久留存。

留存农耕文化，展示农村新生活

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新要求，建设历史文化展示场所也是保护
农耕文化遗产重要方式。昌城镇昌城社区在兴建为
民服务中心之初，就将建设昌城社区乡村记忆馆列
入规划。建成后的昌城社区乡村记忆馆，设有昌城
历史、昌城记忆、昌城名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陶
钝文学馆五大展区，以实物、文献、图片、场景为
主，辅以声、光、电及高科技视听等先进展陈手
段，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昌城镇农民过去生产、生活
场景，再现过去的农耕生活。

贾悦镇王家疃社区向阳村是一个移民村，因村
子原址地处低洼，遇洪水被淹，在党委、政府帮助
下，外迁重建，并取名向阳村。为了记住昔日穷村
变成了美丽移民村的场景，展示现在村民的美好生
活，2017年9月，村里建起乡情村史馆。陈列馆展
示面积共300平方米，设置“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沧桑巨变”和“展未来再创辉煌”三部分
内容，展示了村民自愿捐赠的500多件农耕老物
件，系统展示村落历史变迁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件和
人物，为丰厚的文化传承搭建了载体。

紧抓特色文化，打造旅游新亮点

在有条件的村落建立乡村传统文化展示室，设
立传统工艺展示、体验场所，在留住乡愁的同时，
也丰富了乡村文化旅游内容。桃林镇有着悠久的种
植茶传统，也是发展休闲农业游的重镇。

该镇石屋子沟通过建立乡村茶文化博物馆方式
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活力。在茶文化博物馆设立茶
品展示与体验区，通过陈列茶品、茶器、茶事、茶
史话，设置茶文化体验区，使历史文化展示场馆成
为乡村旅游的特色内容。

桃林镇龙门口乡村记忆博物馆，通过展示农村
生活的老物件、老工艺，再现山村的民俗生活、日
常生活场景，将当地的民间传说、绣品制作工艺、
桃林绿茶工艺与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通过展示
风俗传说、体验民间技艺、感受民俗文化，拓展了
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空间。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松龄 郑松松

“这西瓜再有一周就上市了，哈密瓜不到
10天也熟了，青岛、潍坊不少客商已经过来预
定，虽然价还没定，但收回一个棚的成本是没
问题的。”5月4日，52岁的赵培治在西瓜棚里
转了一圈，今年第一茬西瓜个大、卖相好。

赵培治是诸城市相州镇北王庄社区居民，
曾是社区东霞岗村的蛋鸡养殖大户。2017年，该
镇迁建养殖小区，赵培治的蛋鸡养殖场就在禁
养区范围内，发展大棚成了他的创富新选择。去
年，他把积攒10年的百万元拿出来，加上镇上给
争取的100万元贴息贷款，全投了进去。

当年11月份，赵培治在刚刚建好的3个冬
暖式大棚、4个拱棚里栽种了西红柿、黄瓜、
甜瓜、西瓜、哈密瓜等作物。“现在一个棚的
黄瓜卖完了，这一季就收了5万多斤，平均价
格在每斤2元以上。西红柿的采摘也快结尾
了，虽然还没结账，不过比黄瓜收入还高。”
赵培治乐滋滋地说。

东霞岗村有20年种植大棚的历史，不过棚
矮小、老旧，而且很多管理技术跟不上。分管
农业工作的镇人大主席刘柏胜，从寿光拉来技
术人员指导菜农，在植物重点生长期，一个月
来四五趟。学到不少技术的赵培治，也种起了
多样瓜果蔬菜。

“北王庄社区有种植西瓜的传统，为了发
展壮大这项产业，我们依托社区合作社，推广
无公害种植，搞特色品牌经营，吸引了大批客
商直接到地头看货收购，产品供不应求。”北
王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新亮介绍说，“现在种
植面积也从200亩发展到800多个大棚900多亩的
生产规模，每个瓜棚平均收入1 . 2万元，成为
社区特色主导产业”。

2017年，诸城市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
后，积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并出台农业贴息
贷款等优惠政策。相州镇迎风而动，提出“一

体系、六板块、多园区”的现代农业建设体
系，通过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帮助金融贷款、
组织全镇农业大户外出学习取经等方式鼓励农
民发展高效现代农业，促进农产品由数量效益
向质量效益转变，再创现代农业发展新优势，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该镇还号召每个社区至少发展一个成方连
片面积100亩以上的现代农业园区，“一社区
一特色、多社区一产业”，规划了驿丰生态庄
园、马家屯社区设施农业示范园、李家庄设施
农业示范园等20个农业园区，其中驿丰生态庄
园积极融入美丽乡村标准创建，成功举办“诸

城市第一届葡萄采摘文化节”；马家屯社区高
效设施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占地500亩，主要采
用合作社领办，社员参与的发展模式，计划建
设冬暖式大棚20个、温室大棚50个，目前8个
冬暖式大棚、10个温室大棚已建成并投入运
营，主要种植甜瓜、西红柿、扁豆等瓜菜。

据相州镇党委书记邱世峰介绍，借鉴参照
工业项目用地调整做法，对于适宜发展设施农
业、确定流转的地块，社区“两委”干部包户
包地块，面对面地做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通
过互换并地促成方连片、入股分红形成利益联
结、吸收土地所有户成员成为产业工人等做法

调整流转土地，完成土地流转7860亩，占总任务
数的115%。

与此同时，该镇还组建专门的信贷支持工
作小组，向农户宣传农业结构调整财政贴息政
策，共为26个农户申请办理财政补贴贷款561
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对
部分重点园区进行了水电路配套，新硬化园区
道路1850米、整修砂石路6500米，新安装变压
器4台、架设输电线路9500米，新建设过路桥
涵12座。为解决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聘请省
农科院专家李宗新为镇科技副镇长，聘请6名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双庙社区辖10个自然村，是镇上较大的社
区之一，当地多数群众有种菜的习惯，不过，
经济作物多是露天种植，受市场供求波动影响
较大，老百姓又各自为战，不能形成规模，产
品通过小贩出售，卖价低，辛辛苦苦一年下来
还不如经纪人和小贩赚得多。从去年以来，社
区领导班子深入调查，多方取经，打破瓶颈，
解决全社区没有一个像样大棚的问题。“我们
先从解决干部群众禁锢陈旧的思想开始，先后
发动干部群众500余人，分四个批次到寿光、
安丘、昌乐等设施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参观学
习，算经济收入账、对比产出效益。”双庙社
区党委书记李忠元介绍说，光是在社区就召开
座谈会10多次，并邀请专业人员讲解当前设施
农业在金融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通过发动，该社区先后有5个自然村的负
责人带头调地建棚。如今，该社区共争取政策
性贷款资金305万元，建立南瓜示范大棚8个，
樱桃示范大棚4个，冬暖式千禧果栽培示范大
棚11个，实现了社区大棚零的突破。在此基础
上，划片区建起3个示范点，社区西南部4个村
建立大棚瓜示范点、中部4个村建立大棚樱桃
示范点、北部1个村建立大棚菜示范点。

“我们争取利用2至3年的时间实现三点连
片，建设成2000亩以上的瓜果菜生产基地，帮
助群众增收致富。”李忠元说。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时下的诸城农村，涌现出越来越多懂技
术、善经营的返乡创业“新农人”，他们用新
理念、新技术，跨界追寻“田园梦”。

退伍兵种上贴牌瓜

青兰高速公路以北的舜王街道大辛庄子
村，是个远近闻名的甜瓜种植村。今年的甜瓜
市场行情不错，让大辛庄子社区瓜农王海明欣
喜万分：“今年我种了3亩生态有机甜瓜，最
高时10块钱一斤也供不应求。”谈及率先种植
有机甜瓜带来的效益，王海明显得颇为得意。

为了打响甜瓜品牌，让瓜农富起来，大辛
庄子社区购置专业检测设备，并给甜瓜注册了
“新蜜”牌商标，还进行了有机认证，申请了
地理标志产品。凡是按照社区有机模式种植并

经检测达到要求的，就可以贴上“新蜜”的牌
子销售。37岁的退伍军人王海明看到了致富商
机，注册了甜瓜种植家庭农场，并成为第一个
“贴牌”农户。

在王海明的甜瓜棚里，杀虫灯和粘虫纸挂
满了拱棚，用秸秆反应堆做肥料，预防病虫害用
的是植物疫苗。在他的甜瓜棚旁，有个蚯蚓池，
不少蚯蚓自己往大棚里钻。“有机种植的产量低
一些，但是我的最低价也在8元以上，收入超出
普通种植户3倍多。”王海明对自己的种植模式
信心满满，不少农户专程到他的棚里学习

樱桃贩卖商回乡当“庄主”

百尺河镇小仁河村东侧一座占地近30亩的
樱桃园，这几天80后“庄主”高峰正带领雇工
忙着采摘熟透的樱桃。“这个品种叫‘美
早’，由于卖相佳、口感好，50多元一斤，一
个樱桃就差不多2块钱。”高峰说。

高峰说起话来斯斯文文，对樱桃种植技术
了如指掌。原来他是一位资深樱桃贩卖商，在
烟台莱山从事樱桃专业销售多年，北上广是主
要市场，每年利润都在几十万元。

2014年春天，受政府农业扶持政策的吸
引，高峰回到小仁河村创业，投资200万元建
起樱桃园，并亲手栽下第一株樱桃树。今年是
第一年挂果，明年就能到盛果期。

眼下，在高峰的带动下，小仁河村有五六
个农户跟着种上了樱桃，他提供技术指导，并
负责销售。高峰说：“过一阵我想联合他们成
立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更多的农户种植
樱桃，做大做强樱桃产业，实现返乡创业造福
乡亲的‘庄主梦’。”

地产商返乡带来“鸡蛋果”

贾悦镇西杨家庄子村，距离诸城城区40公
里，北接安丘，西临沂水，是诸城的偏僻之

所。不过，络绎不绝的青岛、济南、潍坊、日
照等地游客，靠着导航驱车百余公里来此，只
为采摘一种新鲜的热带水果。

走进该村外表普通的蔬菜大棚，记者看到，
藤蔓上密密麻麻悬挂着鸡蛋状的紫色果子，这
就是百香果，俗称“鸡蛋果”，有水果界“维C之
王”的称号。园区主人刘新文，此前在河南洛阳
做房地产生意，年逾半百回乡创业。2016年，他
流转120亩地，投资建起了蔬菜大棚基地，结果
发现种菜成本高、管理漏洞多、价格不稳定……
一年下来，刘新文决定换换花样。

通过到福建考察，刘新文引进了百香果。
“百香果比种菜好管理，在咱这里还是稀罕
物，一个百香果富含8个橙子的维生素C、10个
苹果的维生素E。”刘新文告诉记者，一个人
就能轻松管理3个百香果大棚，一亩地就能结
出4万个百香果，游客来采摘，每个5元钱，
“即使按照一元一个计算，2 . 5亩地一个大
棚，一年就能收入10万元。”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王楠楠

诸城境内的障日山，算得上胶东半岛数得
上的名山，与青岛崂山一东一西，并称姊妹
山。崂山脚下有茗茶，障日山下花果香。

障日山东南方不远处的林家村镇冶家店子
社区，栽植的百亩猕猴桃长势喜人。“五一”
刚过，猕猴桃陆续结出白色小花。“这是栽植
猕猴桃的第二年，今年不能长得太多，还要摘
芽拿花，一棵树上留五六个果就可以。”边说
边干的迟光京是这片猕猴桃园的技术员，也是
“股东”之一。

冶家店子社区的这片山岭地，也算社区数
得上的好地。此前当地居民种的都是小麦、玉
米、花生，每年两季亩产出个千八百块钱，一
年又一年循环往复。

社区党委书记迟龙飞有个同学是淄博博山
人，一次同学聚会到了博山，发现同学村里家
家户户种猕猴桃，价格高、卖得好。没过几
天，他就从社区找来党员干部和领头户，赶赴
博山。

“一亩地能产5000多斤猕猴桃，一斤最低
也要卖7元钱，收入3万多元，这把我们都馋坏
了，以前这得是3 0亩地累死累活才能赚到
的。”迟光京当即表示要学习种植技术。回来
后，迟龙飞、迟光京等党员干部开始说服社区
居民跟种，不过因为投资大，对种植猕猴桃不
熟悉，大多人都拒绝了。

最终，党员干部和积极户13人率先成立合
作社，筹划种猕猴桃，从社区流转出110亩土
地，开始了示范种植。“障日山下是沙壤土，
适合种植猕猴桃，我们争取成方连片，这样有
规模效应。”迟龙飞告诉记者，一亩地大约要
投入1万多元，需要购苗、立水泥柱、拉铁
丝，后期就是日常管理和施肥、浇水就行。

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作为技术员的迟光
京跑了多趟博山，“一遍记不住，回来实践又
不一样，就再跑去学。”如今，跑过七八趟博
山的迟光京，感觉管理起来游刃有余。

在一片猕猴桃间隔地块中，不少短小的枝
干长出嫩叶，这是迟光京尝试培育的猕猴桃苗
圃。“我从去年就开始摸索育苗，成功培育出
2000棵猕猴桃苗，还以每棵15元的价格卖给了
周边的农户。”迟光京把去年修建下来的果枝
沙藏，春天拿出来嫁接，效果很好。今年，他
又嫁接了5000棵猕猴桃和2000棵软枣苗，成活
率在90%以上。

为解决销售问题，迟龙飞搭建起一个电商
平台，基本谈妥了旅行社采摘游和超市采购。
今年，合作社又流转出170亩田地，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

不过，劝说居民跟进效果并不大，流转土
地的过程也不顺利。60岁的社区居民张炳来，
对栽种猕猴桃不理解，想守着种小麦等粮食作
物生活。他位于园区规划范围内的2 . 5亩土地
就显得突兀。

如何让居民认可并加入进来呢？合作社社

员经过商定，邀请张炳来加入合作社，并以
2 . 5亩土地入股，平时在园区打工，负责追
肥、打药等工作，一天工资70元。这样一来，
张炳来月收入2000多元，比以前种地轻松还多
赚钱，每天乐呵呵的。

“最近，有五六个户来找我学习种植猕猴
桃和咨询加入合作社的事，我们的示范种植开
始起作用了。”迟龙飞高兴地说。

土地流转后，失地农户如何再从土地上获
利？张炳来的例子无法更多复制，园区不需要
这么多工人，其他尚在社区的农民怎么办？

不远处的林家村镇丹家店子社区，还有一
条探索道路，就是农民流转土地给企业后，再
“共享土地”。

今年，丹家店子社区南部的丘陵上，栽植
了500亩核桃，这只是第一期，两年内这里将
扩展到1500亩。农民祖祖辈辈依赖土地生活，
如何短时间流转这么多田地出来？更重要的
是，这里每亩土地的流转价格只有350元，农
民愿意吗？

“核桃基地主要利用的是东鹿家庄村的土
地，这个村有个特点，是劳务较多。”丹家店
子社区党委书记李焕运告诉记者。

东鹿家庄村与青岛西海岸新区交接，核桃
园往东走几步就是青岛地界，距离诸城和青岛
西海岸新区两边城区都较远，进城打工并不方
便，又如何“劳务”多？

看记者疑惑，李焕运告诉记者，在东鹿家
庄村前几年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商建设了养

殖小区、渔网厂、服装厂、非洲鼓厂等，社区
上百口人在工厂打工，去年户均存款在3万元
以上。

入厂打工的人多了，村里的土地不是撂荒
就是粗放管理。为高效利用土地，去年，丹家
店子社区成立社区公司，不占用经联社原有资
源，增收集体经济。社区公司实行股份制，当
地的诸城市润裕祥农业有限公司出资、出技
术。因土地主要在东鹿家庄经联社，拥有社区
公司股份的10%。

对核桃经营收益分成，李焕运有一个新模
式：核桃树长到三年以上后，就开始结果收
获，对栽植技术没什么大的需求了，公司就把
核桃园5亩分一块，让农户再投身进来，几个
农户联合负责日常管理，收获后利润五五分
成。而企业，则可抽身发展其他项目。

“这样等于企业投资承担风险，而农户拿
到了土地保底价和今后的合作红利。”李焕运
说，企业更大的收益还靠林下产业增值，我们
正在与意向客户洽谈中药材种植。

在核桃树间，行距4米的田地里，栽植的
草莓苗已有巴掌大。“今年我们开始试种草莓
以及丹参、白芨等中药材。草莓冬天移栽到大
棚中，元旦前后高价上市。中草药每亩投资
1 . 8万元，收入会在8万元以上。”李焕运告诉
记者，去年在一块荒地试种了谷子，打出300
多斤小米，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不到一周就卖
完了，“我们觉得效果不错，今年想在核桃林
下种植200亩谷子。”

从没有像样的大棚，到“一体系、六板块、多园区”发展格局。诸城市相州镇———

现代农业走出新节奏

流转土地取得保底价，反身回来做管理———

农民从土地再获红利

村史展馆

留住乡村历史印记

携带新技术、新理念返乡创业，一批诸城人———

跨界当上“新农人”

□记者 张鹏 报道
赵培治大棚里的哈密瓜长势喜人。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郭 良 刘 刚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近日，记者在诸城市昌城镇孙村
社区采访时看到，不少人正忙着清理道路两侧的垃
圾，各类施工机械也开足马力，抢抓工期，整修道
路、修建排水沟、清理垃圾，每条大街、每个角落
都成为施工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

孙村社区党委书记孔祥华告诉记者：“正在施
工的是镇上统一部署的美丽乡村孙村精品片区项
目。我们坚持以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因地制宜、
形成特色为导向，统筹推进村容整治、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

据了解，今年以来，昌城镇借全市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东风，持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成效，重点组
织实施孙村、昌城2个美丽乡村精品片区项目，总
投资4000多万元，涵盖东、西河崖，前、后官庄，
昌城等14个自然村，以此带动全镇73个自然村全部
达到B级以上标准。项目实施过程中，昌城镇按照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要求，依据各
自然村环境禀赋和文化内涵 ,因地制宜，分类推
进，全面提高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该镇还以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统筹
实施“绿色绕水、绿色伴路、绿色环村”三大绿色
工程，推进重点河段、重点道路、重点区域的绿化
靓化，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进村庄、进社区活动，按
照“宜树则树，宜草则草，能绿尽绿”的原则，实
现黄土不露天，裸露土地绿化全覆盖，全年计划完
成栽植3000亩。目前已栽植杨树、樱花树等树种
2200亩，共13 . 2万余株，为社区群众打造优美人居
环境，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擦亮生态底色。

推进美丽乡村

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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