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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高林 乃栋 衣丽

10月5日上午8时，2018蓬莱丘山谷酒庄
超级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
跑者在50公里超马和25公里半马两个项目中
展开角逐。此次最“吸睛”的是比赛线路，
以酒庄为起点，途经美丽乡村、葡萄种植
园、山地、湖泊以及酒庄等，沿途散发着浓
浓香气的葡萄园和风格迥异的酒庄成为赛事
亮点，选手们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步伐也成
为山水田园间一道别样的风景。

据赛事承办方介绍，为打造田园特色的
马拉松品牌，赛道设计串联了周边多个乡村，
意在展示蓬莱近年来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果。
以乡村为基点举办马拉松赛事，不仅承载着
路跑爱好者的期待，更肩负着以马拉松精神
的意志和耐力去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功能。

一张蓝图持续“接力”

深秋时节，前行在蓬莱市大辛店镇木兰
沟村新修的旅游通道上，备感干净清静。村
外，法国拉菲、英国苏各兰等7座精品酒庄
环绕四周。村内，14个精致质朴的精品民宿
院落正在进行装修，为试营业作准备。

而在曾经，“山高没水地贫”“垃圾横行、
井里水脏，兜里没钱、走路磕腿”是这里的
写照。变化起于该市启动的“美丽乡村”创
建活动，从村容村貌、基础设施、特色产业
等方面改善村庄面貌，发展农村经济。农民
一边办起农家乐，一边变成“产业工人”，

在酒庄“打工”领工资。
与木兰沟同样受益的有60多个村。为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蓬莱2012年在省内率先启
动了“美丽乡村”创建工程，通过实施“五
年三步走”，全市村居累计投入超过15亿
元，启动创建项目1600多个，累计评出木兰
沟等67个“美丽乡村”，成功争创了“全国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示范区”“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初步叫响了“人间
仙境、美丽乡村”的亮丽品牌。

“乡村振兴没有终点，创建的‘美丽乡
村’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版’，乡村振兴是
‘美丽乡村’的‘升级版’。”蓬莱市委书
记杨原田表示。树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任接着一任干”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思
维，全市明确了乡村振兴时间表、路线图、
任务书，编制蓬莱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据蓬莱市农工办主任迟云涛介绍，按照
规划蓝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制度框架
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
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并保持
在全省和全烟台市领先水平；到2050年，乡
村实现全面振兴，美丽城镇与“美丽乡村”
交相辉映，美丽山川与美丽人居有机融合，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头雁”领跑乡村振兴

蓬莱市北沟镇北林院村是省级古村落和
历史文化名村。“宅临星石径生帐，门映迎山
隐世家”，诗句中所指的星石就是该村远近闻

名的星落石。近几年，村民祖祖辈辈守护的宝
贵资源得到了保护性开发，被打造成星落石
公园。同时，村内山泉成为古井小院，村南古
火山遗迹升级为火山地质公园。

村庄美了，名气越来越大，村委会主任
贺忠文也愈发忙碌了。今年，草莓采摘大
棚、泄洪渠改造、环山旅游观光路等一项项
工程相继竣工，垂钓园、游客接待中心接连
启动筹建。

“让有限的财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不
能盲目硬推，更不能平均用力，必须培植一批
先行先试的精品典型。”杨原田表示，今年，全
市筛选确定了木兰沟、北林院、刘家沟等12个

“美丽乡村”精品村作为典型村进行重点打
造，着力培育一批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乡村
振兴“领头雁”。

沿蓬莱艾山旅游通道向东行驶，便是以
木兰沟村为中心的蓬莱丘山山谷片区，这里
乡村生态资源丰富，风格迥异的葡萄酒庄聚
集。依托这些优势，一个具有胶东特色的乡村
振兴示范区正在快速崛起。

“示范区包括木兰沟、朱刘庄等9个古村
居，总面积为24平方公里，在交通、旅游、农业
发展、环境改善等方面结成‘共同体’，把区内
各村庄作为一个田园综合体来提升，争取打
造成具有葡萄酒休闲体验特色的乡村振兴片
和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迟云涛表示。

多方联动汇合力

小门家镇南山北头村是烟台市确定的
200个贫困村之一。今年初，蓬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向该村派驻了“第一书记”高明。不
到半年，高明通过部门、企业和村自筹相结
合的方式筹集资金近百万元。新增一台
400KW变压器，解决了生产电力不足的问
题；在主要街道及公共场所安装37盏路灯，
解决了村民夜间出行难；硬化山路5公里近1
万平方米，解决了农产品运输难；正在建设
的自来水工程，将彻底解决村民长期面临的
饮水难题。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在高明的倡导下，
村里注册成立了南山北头农业合作社，推出
了“黄水河鸭蛋”特色品牌，引导村民依托
黄水河优质生态资源养殖水鸭。目前，水鸭
存栏量达到了2000余只，鸭蛋已进驻城区各
大商超。

乡村振兴不是喊喊口号、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需要俯下身子、甩开膀子、沉下心
去实干苦干，又要汇集多方力量，形成五指
握拳成合力的效果。为此，蓬莱市建立完善
了“市级领导联系、市直部门帮扶、财政资
金支持、民营企业共建”的资源整合机制。
强化推进“三包一驻”活动，凡是有包村任
务的部门，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
千方百计帮助村庄解难题、谋发展。充分发
挥基层商会和工商联作用，动员全市企业界
朋友反哺乡村、回报社会。

“蓬莱市将把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作为
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充分调动社会
各界的积极性，充分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以勇往直前、永不止步的马拉松精神，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烟台篇章的蓬莱模
式。”杨原田表示。

乡村振兴没有终点，必须俯下身子、甩开膀子、沉下心实干苦干———

蓬莱：跑好乡村振兴“马拉松”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王潇 江源

经过1个月的征集、5万名市民的参与，在
10月24日举办的第二届青岛够级文化节闭幕
式上，“团结、拼搏、友善、共赢”成为青岛市李
沧区市民点赞最多的够级扑克精神关键词。

在青岛市李沧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刘
从岭看来，在民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够级扑
克游戏背后，其团结友爱、协作互助、顾全
大局等内涵，正是青岛尤其是李沧历史文化

积淀的生动体现，更是李沧民众精神的基本
底色之一。够级扑克精神关键词的主色调和
表述语，有效承接了历史，熔铸了李沧精
神，体现了独特价值，产生了精神共鸣，坚
定了“文化自信”的担当。政府深入挖掘够
级扑克精神，整合和再造传统文化品牌，其
目的就在于此。

够级的故乡是李沧，于上世纪60年代发
源于青岛老沧口地区，在当时文化活动比较
贫瘠的年代，群众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强的
够级游戏，是很多老青岛的首选娱乐项目。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青岛民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楼山街道翠湖社区的张先玲和王晓琴是
岛城赫赫有名的够级“姐妹花”，两届文化
节为她们积累了引以为傲的全国各地的牌
友：“从小就接触够级，退休后就加入了社
区成立的文化活动组，和老年人一块打够
级，喝茶聊天，非常有益身心。”

近年来，李沧区政府正将够级这种扑克
牌游戏里的文化价值以多维方式挖掘，列为
李沧区区级非遗保护项目、在世博园展馆设

立“打够级”雕塑，列为青岛2015世界休闲体
育大会的一项赛事、举办够级文化节……如
今，够级俨然成为李沧文化旅游的新IP之一，
其文化生命力越来越强大，人民群众“文化主
角”地位越来越凸显。下一步，李沧将围绕“青
岛李沧·够级故乡”的文化品牌进一步加强对
够级文化的推广与发扬，推动够级扑克游戏
传承方式的培育和创新，通过进驻非遗展厅、
组织够级文化展览，拍摄够级专题宣传片，壮
大够级文化元素，继续组织开展多层次的够
级文化活动，使之不断彰显民俗文化的魅力。

从扑克牌游戏里挖掘现代文化价值

李沧区：全民征集够级扑克精神关键词 □黄家国 报道
本报沂水讯 10月29日，沂水县院东头镇举办了沂水

县农民丰收节暨第八届姜王争霸赛，展现了农民金秋丰收
的喜庆和农村面貌的变化。本次活动是在山东市场学会及
品牌沂水建设办公室、县农业局、县农机局等单位专家具体
策划下开展的，既提升了生姜品牌、院东头形象，又加深了
人才助推美丽乡村振兴的进程。

该镇立足旅游乡镇发展实际，全面落实岗位津贴、人才
专项奖励补助等政策，积极实施人才振兴战略，通过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多种途径的招引，今年与国内20余位各类顶
尖专家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策划了系列首届大沂蒙风情谷
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展了生姜无公害种植培训、病虫害防
治、小拱棚种植、红芽小姜品种引进。加强企业和人才对接，
积极为企业把脉、指导，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

高端人才助推
乡村振兴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赵锐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9月，我省国华寿光电厂与四川省的

10家水电站进行了电量指标的替代交易，开创了两省清洁
能源与传统能源交易的先河。

今年，通过与山东售电公司的一体化运作，国华寿光电
厂全年预计可获得110亿千瓦时以上的电量指标。

如何将全部发电量指标实现效益最大化，实现电量指
标的转移替代？按照常规，在省内实现转让替代即可，但每
度电只有不到3分钱的转让收益。

国华寿光电厂营销人员获知北京交易中心正在策划跨
区交易，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西南水电的消纳，减少弃水。国
华寿光电厂积极与四川水电进行转让替代。

经过前期准备工作，国华寿光电厂共与四川省10家水
电站完成水火替代交易，转让电量指标9000万千瓦时，实现
利润723万元，较省内交易多创效约500万元。

国华寿光电厂成为我省内第一家与四川水电实现替代
交易的火电企业，开创了市场营销交易的新模式，避免了发
电量指标的浪费，提升了指标转化经营效益。

我省首笔跨省电量指标
完成替代交易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徐琦 报道
本报滕州讯 10月28日，第七届滕州墨子文化节开幕，

本届文化节主题是“创新创造”。滕州市委书记邵士官说，滕
州是科圣墨子、工匠祖师鲁班故里，墨子鲁班的科技创新思
想，至今仍闪耀着科学的光芒，激励着当代滕州人创新创
造，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本届文化节的重头戏是滕州市职工创新创造优秀技术
成果展，集中展示了滕州职工在工业、农业、城市建设与管
理、科教文卫、高校等领域创新创造的300多个最新成果，吸
引了广大市民参观。近年来，滕州大力弘扬墨子鲁班科技创
新思想，围绕打造创新之城、智慧之州，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与中科院合作建成了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
还与著名院校合作建设省级以上科研平台91家，建成院士
工作站10家。

滕州墨子文化节
展示创新创造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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