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五个村庄样本感受齐鲁大地乡村之变———

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铺展

□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高 林 衣 丽

“村里环境美，引得酒庄来，很多北京、济南的游客也来我
们村玩。瞧，村里的民宿都满满当当了。现在，村里有劳动能力
的都在酒庄上班，大家腰包鼓啦。”作为拉菲（蓬莱）酒庄葡萄
园区的生产队长，黄传国每天带领五六十名村民在葡萄园里劳
作。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规划，让他充满期待。

拉菲（蓬莱）酒庄位于蓬莱市大辛店镇的木兰沟村。黄传国
听说法国人热拉尔·高林在蓬莱为拉菲酒庄选址，悄悄把他拉进
自己家里，拍着胸脯对他说：“我把老房子腾出来给你住，我去
养猪厂住。”

木兰沟的青山绿水和老黄的热情打动了高林。注册、奠基、
种下第一棵葡萄苗……木兰沟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沟，名气渐渐
大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里面蕴含的道理，在木兰沟得到了生
动证明。走在村里的旅游大道上，绵延的丘陵满眼都是苹果树、
葡萄树。放眼望去，逃牛岭、仙岛等6家酒庄隐现于山野之中。

木兰沟村有350口人，除了在外打工的，其他有劳动能力的
村民几乎都到葡萄基地上班了。黄传国告诉记者：“每月工资
3000块，周末双休不耽误自家果园管理。”

蓬莱的葡萄、苹果等果树种植发展早、面积大、基础好，为
发展相关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局长姜福
明认为，葡萄、苹果种植绿化了木兰沟，良好的环境与葡萄酒产
业一起吸引游客。蓬莱将抓好全国海岸葡萄酒知名品牌示范区创
建，鼓励引导农民融入到葡萄酒产业当中，就地转变为“产业工
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今，徜徉于绿意盎然的葡萄园，
品鉴自酿的葡萄酒，还可以体验法式简餐，夜宿“酒”味十足的
民宿……蓬莱文旅集团与木兰沟村合作推出一期十几处民宿，已
正式对外营业。

连日来，蓬莱农工办副主任孙进杰，每天都陪着北京一家规
划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下乡，他们的足迹遍布蓬莱南部的丘山山
谷。“市里成立了木兰沟片区指挥部，着手打造丘山山谷田园综
合体。蓬莱市准备将丘山片区各板块打通，整体提升，作为一个
田园综合体来提升。”

“依托丘山山谷葡萄基地及拉菲等6处知名精品酒庄、9个美
丽乡村，这里将形成国际酒庄文化体验、乡村旅游服务、滨水生
态度假、道教休闲养生、生态农业观光等五大主题板块。”蓬莱
旅游局局长王丽丽说。

黄传国对于这一宏大规划的理解很质朴：“守住这绿水青
山，把环境打造好，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到村里来，这葡萄山谷
就变为金山银山啦。”

□ 本报记者 王洪涛
实 习 生 张 义

用老屋改建而成的精致民宿，乡土
氛围浓郁的干插墙、茅草屋，青翠的山
峦，晚归的农人……这一幕幕风景，出
现在山东首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
村——— 沂南县岸堤镇朱家林村。

看到眼前的景象，谁会想到，三年
之前朱家林村还是个只有留守老人、妇
女和孩子的空心村。年轻人走出去了就
不再回来，一半房屋久无人居。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人才的振
兴。今年5月，我省印发《山东省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针对
乡村人才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路，增强
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向心力、凝聚

力，促进各类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
朱家林村一系列变化，正是因为村

里聚集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创客”。
“80后”宋娜，辗转苏杭等地做了

五年设计师，是朱家林田园综合体的设
计师。来到朱家林村后，她和团队决定
“建造一所清净心灵的栖居地，一座古
村落式的美术馆”。2017年设计落地，
不像一般的乡土重建，石砌干插墙、枣
木屋脊榆木梁这些旧民居的特色一一体
现在宋娜的设计中。村里空着的老屋，
以村民入股的方式，被设计成民宿、青
年旅舍。

改造后的朱家林村，有后现代气息
的民宿，有原木风的家庭旅馆，乡村美
学馆错落其间……原本破败的村落焕发
活力。作为省内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

示范基地，朱家林田园综合体已有18个
创客团队，涉及文创、设计、农业等多
个领域，各项产业活力迸发。

朱家林村这个当初留不住年轻人的
空心村，如今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涌
入。“这100亩地，我已投入40万元，目
前还没收入。但县里有政策支持，土地
租金暂免。”在朱家林村，“博士农
民”邵长文知名度很高。这位生物学博
士、临沂大学教师，本着“让老百姓吃
上好东西”的理念，去年来到村里做了
一名农业“创客”，流转了100亩土地，
实践他的自然农法种植。政策的支持，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有情怀是好的，但情怀需要有人
买单。”在朱家林村的青年创客会上，
沂南县委书记姜宁的这番话让“创客”

们大为感动。姜宁告诉记者，创业初
期，“创客”有创意，但缺乏资金，需
要政策伸一把手，给予强有力扶持，
“不能计较一时，要看长远。”

为吸引更多“创客”人才到朱家林
村，沂南县成立了朱家林田园综合体项
目建设指挥部、田园综合体管委会等服
务机构，一位副县长常驻朱家林村，为
“创客”们提供服务。沂南县还成立田
园综合体产业基金，支持和孵化有发展
潜力的创意项目。

目前，朱家林村项目区内已有合作
社31家、龙头企业3家、专业大户8家、
家庭农场7家。社区中心、“创客”公寓
等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未来，朱家林
村还将持续发挥“创客”基地孵化作
用，带动更多人返乡创业。

□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邓美平 刘明晓

眼下，正是西红柿成熟的季节，夏
津县东渡口驿村古渡蔬菜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户李庆忠和妻子正忙着采摘。“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从种粮食改成种蔬
菜，收益翻了好几番。”李庆忠高兴地
说，“今年我们计划把种植面积扩大到
15亩，每亩最高收益能达1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
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村支书刘德华
对此深有感悟，“东渡口驿村必须走种
植产业转型和农村现代产业发展的道
路。”

过去，东渡口驿村以种植小麦、棉
花为主，老百姓过着“土里刨食、靠天
吃饭”的日子，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0元。穷则思变，村支书刘德华意识
到要想富，必须调整种植业结构。

通过考察学习，他发现种植小拱棚
无公害蔬菜投资小、好管理、见效快，于是
带头发动群众成立无公害蔬菜种植合作
社，与种业公司签订优质蔬菜种子协议，
与化肥农药厂家建立业务关系……说干
就干，初期的200亩小拱棚产出绿色无公
害菠菜，每亩收益达5000元。目前，东渡口
驿村全村700多户加入合作社，社员人均
年收入达到了1 . 5万元以上。

依靠种植业的产业升级，东渡口驿
村让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良性循
环，进一步完善了乡村产业体系。

大学生村官闫庆玲发现东渡口驿村
有发展食用菌产业的优势：当地棉籽壳
能为食用菌生产提供原材料；大棚的建
设基础，也适合发展食用菌产业。闫庆
玲决定自己先带头试验养殖，有了效益
后再向村民推广。她先后失败了14批
次，损失了将近1000个试管、500多个菌
包，最终获得成功。

闫庆玲带头成立了圣鑫源食用菌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全套生
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和销售咨询服
务。2017年，已有50余户农户入社，合
作社年产值达200余万元。

以古渡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圣鑫
源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
东渡口驿村的第一产业获得长远发展。
以天宏纺织公司、金凯瑞电子科技公司

为主的第二产业转型，更为东渡口驿村
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位于东渡口驿村的山东金凯瑞电子
科技公司负责人李德善介绍说，作为技
术密集型产业，企业高薪聘请多名技术
人员负责产品研发，是全国仅有的拥有
核心技术专利的四家单位之一。他们生
产的电动车控制器供应时风集团、比德
文等100多家企业，产品供不应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家高新
技术产业公司，竟然是由一家纺织公司
转型而来的。其前身天宏纺织有限公
司，由于棉纺织行业形势低迷主动转
型，投入资金发展电子项目，从而打破
“棉”字当头的单一格局，跨界转向高
新技术产业，走出了一条转型升级的新
发展路子。

□ 本 报 记 者 丁兆霞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解玉升

沈海高速岚山出口东侧，红花绿树
掩映之中，有大片红瓦黄墙的二层小别
墅，这里就是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
的辛庄子村。“市级生态村”“省级文
明 村 ” “ 全 国 新 农 村 建 设 先 进 单
位”……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字招
牌”，辛庄子村一一揽入怀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
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
基层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我们
村这些年取得的成绩，就是因为在这些
方面作了诸多努力。”辛庄子村党支部

书记侯加明说。
65岁的侯加明已经当了辛庄子村多

年的“领头羊”。他上任时，村两委班
子几近瘫痪，村里棘手的事有三件：一
是账目不清，很多账找不齐；二是用电
不正常，村干部不交电费，村民拖欠电
费，每月3000多元电费，村集体得垫付
1000元；三是“黑土地”多，不少村民
种着地，村里账上却没有登记。

辛庄子村面貌的大变化，始于一项
创新的办法：“白纸黑字红手印”———
凡是村务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绝不搞
“一言堂”，而是统一民主表决，同意
的就签字、按手印。根据“红手印”的
多少，意见一致的事就拍板定案，意见

不一致的就不办或者缓办。
“黑土地、人情电这些问题，出现

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公开、不公平、不公
正。把需要集体决策的重大事项公开，
与会的党员和村民代表同意的就按上手
印，不同意的就不按，按大家商议的意
见办，这样能从根上杜绝不公的出
现。”侯加明说。

到今年5月11日，辛庄子村的“重大
事项会议决议”记录单已经积攒了厚厚
一摞，存满了十多个档案盒。这些年
来，辛庄子村的重大事项审议情况都一
一记录在案，张张都有党员和村民代表
的红手印。如今，辛庄子村的“治村方
略”已小有体系，并颇有成效。对此，

侯加明的心得是：“要做好群众工作，
就得走群众路线。”这说起来朴素，实
际上就是要给权力上一把“锁”，只能
为公，不能为私。

侯加明的一位堂姐，年轻时就当村
干部，出嫁后又主动回来照顾身体不好
的父亲，侯加明非常敬佩她。村里搬迁
时，她来找侯加明想要块宅基地盖房
子，被侯加明一口回绝，“如果是个人
的事，我想尽办法帮你，但凡是涉及集
体的事，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亲老
子、亲兄弟都不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辛庄子
村支部强了，村民心齐了，乡亲们的日
子越来越红火……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冯砚农

5月24日上午，青州市王坟镇侯王村村委会议室里，村党支
部书记冯先家正与投资商商讨项目推进事宜。他介绍说，村北的
黄巢洞景区即将开工了，规划面积3 . 72平方公里，一期预计投资
1 . 7亿元，建成后一年可接待游客60万人次。

侯王村能引来这样的大项目，是很多村民过去做梦也难想到
的。地处青州西南山区的侯王村，原本是个出名的“矛盾
村”——— 村里今天这户闹分家、明天那户闹纠纷，根本顾不上村
庄建设和经济发展。村两委几经商议，认定必须先改变村民的精
神面貌，只有村里风气正了，才能抱团搞好发展。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冯先家特别注意到，今年
我省印发的《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
调，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促进文化兴盛，提振
农村精气神，加快形成齐鲁乡村文明新风尚。

用传统优秀孝文化提升村民精气神，是侯王村选定的突破
口。为让村民知孝、行孝，除了加强思想教育，侯王村建起了一
整套监督检查机制和表彰激励机制。村里制定了赡养标准，成立
了监督委员会，坚持每季重点走访，半年逐户检查，年终评比总
结，并对落实情况层层评选，赏罚严明，在全村形成了一种孝亲
敬老“比、学、赶、超”的良好风气。

走进侯王村的大街小巷，90%以上村民家门口都悬挂着“孝
德人家”和“慈孝人家”的匾额。可别小看了这几个字的含金
量，其评选过程极其严格。侯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长刚说，侯
王村有一支由37名老党员干部、退伍军人、退休教师、退休职
工、有较高威望的老年人等组成的“五老”参事议事小组。“五
老”参事议事小组定期询问子女抚养费、医药费等的落实情况，
每季度进行一次检查打分，表现优异的列入“孝心榜”，推荐进
行表彰；表现不佳的则列入“不孝榜”，在村内公示通报。每年
老人节，村里都要隆重举行孝亲敬老先进典型表彰大会，这在全
村形成了良好的带动示范效应。

村里还投资30多万元建成孝德文化广场、孝文化图书室、孝
文化长廊；利用微信群这个线上阵地，以乡情为纽带吸引侯王籍
在外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土文明。

以孝治村以来，侯王村的风气明显好转，呈现出了和谐友善
的崭新氛围，村民的精气神得到了极大提升。冯先家举了一个简
单的例子：“村里过去一两个月都完不成的事情，现在通知发下
去第二天就能完成。”

人心齐，泰山移。侯王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这个以孝
闻名的村出名了。每到节假日，到村游览的游客最高达七八千
人。一些有眼光的投资商也将目光投向这里。“黄巢洞景区项
目，就是投资商主动找上门的。”李长刚告诉记者。

18个“创客”团队 让空心村华丽转身

产业升级带动 小村成功“逆袭”

班子强起来 村民富起来

葡萄山谷美

酿出好日子

山村孝文化

凝聚精气神

人才振兴

产业振兴

组织振兴

生态振兴

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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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口驿村

大学生村官
闫庆玲培植的蘑
菇获丰收。通过
对传统种植业的
升级，东渡口驿
村成功“逆袭”。

朱家林村

“博士农民”
邵长文向村民推
广 自 然 农 法 种
植。18个“创客”
团队的到来，让
朱家林村华丽转
身。

侯王村

老人享受老年生
活。侯王村以传统优秀
孝文化为突破口，提升
村民精气神。

木兰沟村

游客在观赏
乡村风光。依靠
优 美 的 生 态 环
境，木兰沟村吸
引了大量游客。

辛庄子村

村党支部书
记侯加明讲解村
庄变迁。村务管
理方法的创新，
让辛庄子村班子
强起来，村民富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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