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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张建锋 辛有东 杨洪于

摸清村集体“家底”

“去年过年，村里给俺发了个大红包，俺
一个人就拿到了4000多元，俺娘过了70岁，还
多发了1000元的福利费呢！”说起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好处，莒县城阳街道东大街二街
村民于金远打开了话匣子。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资产存在归属不清、

权能不完整、保护不严、流转不畅等问题，这
也成为制约农村资产融入市场的原因。

经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摸清村集体
财产“家底”。莒县1195个村按照成立清产核
资小组、制定清产核资办法、实地清查盘点、
出具清产核资报告、结果公示、台账管理、集
中清理清收等七个步骤，全面查清村集体资
金、资产、资源、债权债务和经济合同；建立
健全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资源、债权债
务、经济合同5种台账，形成了“七步五查”
法。

“有些人仗着强势，无偿占用集体资产资
源，这些资源要收回来”“有些户里占着好几
套宅基地，管不管”“村里签订的那个合同明
显不符合要求”……针对改革中遇到的难点、
痛点、阻点，莒县开展了以“弘扬公心精神，
推动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专项行动，确保清产
核资能摸清集体家底。

目前，该县1192个村共清理资产27 . 45亿
元，资源138 . 13万亩；量化经营性资产9 . 44亿
元，资源74 . 09万亩。

村民变股东

摸清“家底”后，村村都建立了一本明白
账。村民代表张文山参加村里清产核资任务后
说：“在村里生活一辈子，熟悉村里的角角落
落，可村里真正有多少土地、财产，还真是不

熟悉，经过这么一丈量、一清底，对村里的事
就更加熟悉了。同时，我们村民享受村集体分
红也有了依据。”

改革实施之初，莒县制定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指导意见》。明确了成员
认定的11种情形、不予认定的4种情形、丧失
资格的7种情形，对有争议人员的认定，按照
“有法依法、有规依规，无法无规依民”的原
则，通过民主决议的办法解决。对于特殊人群
身份认定建立沟通反馈机制，防止多头占有或
两头落空。

在城阳街道东大街二街，共有居民574
人，568人被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4千
万元经营性资产进行股权量化后，一人一股，
每股7 . 15万元。村里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
以户为单位向股民发放股权证。实现了资源化
作“资产”，资金变成“股金”，村民也纷纷
变身“股东”。

村民的集体资产财产权落到实处，调动了
成员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
过改革，将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向群众
亮出了家底，明晰了产权，落实了“三权分
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有效地防止了
集体资产流失。

股东对自己的股权享有占有、收益、抵
押、担保、有偿退出、继承等权能，改变了过
去集体资产“人人有份”却“人人无份”的局
面。目前，莒县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任务和全面加强农村集体财产财务管理任务
已完成。

去年底，莒县70余个村实现了分红，分红
金额达到了4483万元，惠及58017位股民。村集
体经济收入6 . 23亿元，同比增收9 . 7%，共有579
个村庄集体收入积累超过10万元。

提高集体资产“含金量”

“真是没想到，原来担心谁会买这荒岭薄
地，没想到拍出了531万元的高价，这是预想
价格的十倍还多呀。”峤山镇董家庄村村干部
的这个“没想到”，是8月份该镇在产权交易
平台上刚刚竞标的董家庄村北山山场项目。

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督管理，是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要求。作为
全国改革试点县，莒县以“盘活村集体经济，
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为导向，探索成立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搭建起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
台，让产权处置公开透明，让村民看得明白、
放得下心，让产权交易行为在阳光下运行。去
年以来，莒县各乡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累计成
交土地流转1618宗，流转面积4 . 6万亩；共公开
处置、租赁村集体资产资源项目105个，成交
金额2305万元，直接增加集体收入328万元；公
开招投标村集体工程建设项目251个，项目资
金9041万元，节约开支346万元。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刘启芳 吕凤臣

“卖了产品，挣了收益，又赚了人气，提
高了知名度，真是双赢选择。”谈及在采摘节
上的丰硕“战果”，莒县世金家庭农场经理王
世金皱纹里笑出了花。

9月8日，莒县在世金家庭农场举办首届奇
异果采摘节，从各地赶来的市民、游客在开幕
式后，徜徉在奇异果的海洋里，当天即吸引
500余名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近年来，莒县围绕“旅游名城”建设，按
照“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坚持农旅融合、以
农促旅、以旅强农，不断丰富和拓展“旅游+
农业”内涵，助力乡村振兴。

如王世金一样，越来越多的莒县农民吃上
了“旅游饭”，采摘游成为他们鼓起“腰包”

的杀手锏。“地还是那块地，但‘种’出来的
价值，已经今非昔比了。”一提到农旅融合带
来的收益，龙山镇段家河村村民李林霞激动地
打开了话匣子。

李林霞的感受，源于该镇思想观念的转
变。跟着市场的脚步走，变“种庄稼”为“种
风景”。秉持“旅游兴镇、产业富民”理念，
该镇相继引入了嗡嗡乐园、都乐农庄等十几个
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并依托当地良好的
自然禀赋，大力发展赏花游、农家乐、采摘游
等旅游经济。

荒山变花海、农村成景点，为该镇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动能。去年龙山镇共接待游客50余
万人次，旅游业销售额2000余万元。

农旅融合的“活水”不仅浇灌出富民之
花，还打通了贫瘠与富足、困顿与希望之间的
的隔阂。

几年前，地处莒县北部的天成寨村是一个

只有126户479口人的小山村。村民靠天吃饭、
种地挣钱，村庄增收动能不足，鲜有人知。但
凭借首批山东省传统村落这一“金字招牌”，
加之莒县“周末碁山”乡村游旅游线路的开
通，为这个小山村打出了名气，村民也享受到
了农旅融合带来的发展红利。“既做美了乡
村，也鼓起了村民的腰包。”天成寨村党支部
书记于家宝说。

现在，到天成寨感受世外桃源生活、吃地
道的“碁山干柴烈火十大碗”、喝色香味俱佳
的天成寨小米粥成了莒县人周末休闲的新选
择。

在秀美山水间呼吸清新空气、在乡村民俗
中尽情敞开心扉、在休闲娱乐中体会岁月静
好。“旅游+农业”模式为莒县旅游产业带来
了百花齐放的春天，1—9月该县共接待游客
452 . 06万人次，同比增长30 . 3%，旅游消费总额
31 . 64亿元，同比增长24 . 4%。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胡晓燕 吕凤臣

培育特色 夯实根基

“今年4月底，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举
办了沂蒙画派作品展，以绘画的形式把革命老
区的红色精神向全国人民进行了展示。”沂蒙
画派研究院院长何乃磊向记者介绍说。

近年来，莒县持续在文化氛围营造和文化
市场拓展上下功夫，把繁荣书画产业作为打造
“文化名城”的重要举措，推动书画产业发
展。

目前，莒县拥有国家级书协、美协会员84
人，省级书协、美协会员280人，专兼职书画
从业者3000余人，从事书画产业的经营业户300
余家。而“沂蒙画派”的创立，为中国画坛增
添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画派，提高
了莒县书画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加强行业协会建设，莒县成立了民间文
艺、书画装裱等17家协会，文化产业化、组织
化程度再创新高。

同时，为加强保护与传承，莒县重点扶持
剪纸、锔瓷等项目的开发利用，探索蜂蜜、刺
绣、莒酒、制陶、柳编等小产品、小作坊经营
向规模化、社会化生产经营转变，传统文化资
源正变为有商业价值的文化产业。

截至目前，莒县已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项、国家级3项、省级6项、市级68项、县级
100余项；各级各类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0余
名，建立市级以上传习所15处。

三张名片打造文旅胜地

10月4日，在莒国古城的项目现场，一派
热闹景象，莒国古城内最具震撼力的文化景点
莒王宫正式开工建设。“按照总体推进计划，
莒国古城主体工程于今年年底前全面开工，力
争明年基本建成，确保2021年建成开城。”山
东莒国古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锡海
向记者介绍说。

为让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更加“璀璨夺
目”，莒县用“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加速
推进以“三山两河一城一区”为核心的全域旅
游发展大格局。打出“天下银杏第一树”、莒
国古城、“毋忘在莒”三张名片，聚力打造鲁
东南地区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胜地。目前，该
县计划总投资157 . 7亿元的17个重点旅游项目已
完成投资20 . 86亿元。莒国古城项目、浮来山风
景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丹凤山生态旅游开发
项目等正在全力推进。

按照“边开发建设、边宣传营销”的思
路，莒县发掘推出独具莒地特色的形象标识、
口号，同时通过《莒地美食》《莒地原风景》
《莒地印象》等系列栏目宣传推介，持续推进
“毋忘在莒”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围绕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莒县夯实

“旅游+农业”基础，串点成线、成方连片，
聚力打造东部山水田园、南部特色农业、西部
休闲度假、北部民俗风情等4大旅游集群片
区。“老家桑园”、“龙山驿站”等一批乡村
旅游品牌建设，让每一名来莒游客“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内育外招”做强文化产业

9月28日，“2018日照文化产业博览会”开

幕。莒县的浮来青、世唯一、绮丽创谷、海川
文具等13家文化企业、文产项目参展。今年，
莒县14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重点文化企业项目
库。从2012年建库时的22个，到今年的55个，
莒县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入库数快速增长。

为加强文化产业项目库建设，莒县对列入
文化产业项目数据库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优
先推进措施得力、效益发挥好的项目，为进一
步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产业协调
发展，莒县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招商力度，组建

招商专班，组织外出招商110余次，获取招商
引资线索18条，成功签约项目10个。

同时，加大“莒文化”的策划宣传推介力
度。以参展、举办会展等形式，搭建文化资
源、文化产业及产品创新展示交流合作平台。
同时，积极组织非遗项目“走出去”，先后参
展了四届“全国非遗博览会”等，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如今，立足于地域文化特色
和文化资源优势，莒县这座以文兴产、文产融
合的“文化名城”正在蓬勃成长。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李荣涛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0月8日，记者从莒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县以创建省级食品
安全县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为契机，着力提
升食品快检的装备配备、业务技能、“靶向
性”，发挥食品快检在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
用，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根据监管所区划，莒县市场监管部门在辖区
市场监管所和农贸市场，选定专门场所，挂牌建
立食品快检室，并为快检室配备了多功能食品安
全快检仪、食品农药残留快检仪等仪器设备和检
测试剂。

同时，先后两次邀请快检仪器工程师，就食
品快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进行了现场教学培
训。同时对该县20个基层监管所的执法人员进行
仪器操作技能培训。该县还通过理论讲解、现场
演示、快检人员实际操作等，分区域到各快检室
手把手现场教学。重点对超市和农贸市场销售的
蔬菜、肉制品等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快检，突出
检测群众关心的农兽药残留、亚硝酸盐等指标，
并对外公示快检结果，及时发现并处置不合格产
品，确保群众饮食健康安全。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吕萱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0月10日，在日照市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认定现场会上，莒县100名农民被认定
为首批新型职业农民。

据介绍，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
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
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近年来，
莒县立足产业发展，围绕提升职业农民综合素
质、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对农民开展精细
化培训，致力于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冯金龙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0月12日，记者从莒县卫计局

获悉，今年以来，莒县以推进健康莒县为主题，
以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以建立签约服务内
在激励与外部支撑机制为重点，不断完善和加快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该县成立了家庭医生签约工作领导小组，并
在各医疗机构设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办公室、
家庭医生工作室、家庭医生服务点等，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顺利开展。同时大力推进移动客户
端等多种方式，搭建起家庭医生与签约服务对象
的交流平台。

该县还针对实际工作中重签约轻履约的问
题，对履约方式进行统一规范，通过门诊、巡
诊、关爱、集中和电话等灵活多样的履约形式进
行履约。同时，落实“照一张合影、发一个短
信、贴一张公示、尽一份孝心”的“四个一”要
求，杜绝家庭医生签约弄虚作假问题。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胡晓燕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0月11日，在第七届山东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莒县被授予“山东省文化强
省建设先进县”称号。

据介绍，“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
县”，是由省委、省政府表彰，综合评价一个地
区文化建设的最高荣誉称号，是展示一个城市良
好形象的重要品牌，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整体
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2017年第三届山
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创建工作中，莒县入
选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

近年来，莒县紧紧围绕打造“一强三名”建
设富强美丽幸福新莒县这一奋斗目标，立足重引
导、重推进，抓项目、抓培育，深入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力优化
传统文化产业、培育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文化产
业和文化事业保持了健康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莒县获评“文化

强省建设先进县”

“三提升”提高

基层食品快检能力

100名农民被认定为

首批新型职业农民

多举措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莒县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挖深农村集体经济“蓄金池”

以文化积淀蓄积发展力量 以文产融合释放经济活力

“文化+产业”激发莒县新动能

◆去年6月，莒县被确定为全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围绕“两个全面、

五个探索”的工作思路，该县把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纳入重点改革任务和县级领导包

乡镇的重要内容。在成员身份认定、折股量

化、产权交易、股份制改革及发展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深挖农村

集体经济“蓄金池”，书写着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创新答卷。10月11日，记者对该县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进行了探访。

◆沿着莒县银杏大道一路西行：一处集

莒文化研究交流、传播创新于一体，容纳书

画经营业户150余家、汇聚过门签、剪纸等

非遗文化的特色市场莒州文街坐落于道路一

侧；记载着莒地近7000年文明的莒州博物

馆，展示着莒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水系环

绕、古韵古香、文脉绵长的城市综合体莒国

古城正在紧张施工；海川文具、三信印务、

合昌纸制品等以优质产品冲出国门的印刷企

业错落分布；浮来山上，千年银杏静默伫

立……凭借地域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优势，

莒县打造“文化+产业”发展引擎，为实现

“后发崛起”注入了澎湃动能。10月12日，

记者对莒县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采访。

“种庄稼”变“种风景”
莒县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产业振兴

10月11日，莒县“千年古县·毋忘在莒”展区亮相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区共设

置书画产业、旅游产业、印刷产业和传统文化四个板块，16个文化产业项目、企业，350多个产品

参展，集中展示了莒县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及文旅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莒县展区
亮相文博会

□栗晟皓 胡晓燕 王哲 报道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秦秀惠 报道
本报莒县讯 秋日的莒城，层山绿染黄，硕

果十里香。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丰富的资
源，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十一黄金周”期
间，莒县共接待游客73 . 47万人次，旅游消费总
额9846 . 2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0 . 5%、56 . 9%。图
为国庆期间，莒县浮来山风景区内游人如织。

莒城秋韵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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