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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诸城市发
挥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两大优
势”，重整行装再出发，以“五个振
兴”为引领，以“五大工程”为抓
手，以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
区“三区”共建共享为路径，坚持生
产为基、生活为本、生态为先，全面
提升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三生
三美”水平，突出重点、精准施策，
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诸城模
式”升级版。计划到2020年完成“三
区”共建共享创建任务60%以上，到
2022年全面实现“三区”共建共享。

生产为基

园区化“创造”美

在诸城看来，乡村振兴的灵魂是
产业振兴，就是要以生产为基，建设
生产园区，以“三调两提”“五化发
展”为路径，以培育壮大农业“新六
产”为突破点，聚集优势资源，强化
工作措施，加快乡村产业横向联合、
纵向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品牌农业，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
大农业“新六产”，完善利益链接机
制，加快农民增收致富。

诸城市加大“三调两提”“五化
发展”力度，按照“一核、两带、四
区、六小镇、八集群”的总体规划，
构建大区域、大流域、大片区的规模
化经营格局。种植业上，以果茶、瓜
菜、苗木等产业为重点，建设区域性
种植基地，加快实现特色化、规模
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养殖业
上，以生猪、肉鸡、水貂为重点，瞄
准国际一流水平引进优质品种、加快
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温氏、大北农等
养殖龙头企业落地建场，推行“企业
+家庭农场”合作模式，提升标准规
模和质量效益。实施“五个100”行
动，重点扶持发展100个农业“新六
产”示范项目(包括30个精品田园综合
体)、100个千亩以上特色农业产业园
区、100家新型农业示范经营主体、
100个“五型”乡村、100个“三区”
共建共享发展区(包括30个共建共享示
范区)。

同时，诸城市深入实施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工程，催生一批具备增长潜

力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该市以农业
龙头企业认定为抓手，完善农业龙头
企业扶持政策，引导农村新型合作经
济组织打破地域界限，加快向股份多
元化、经营多模式迈进；以扩基地、
建园区为主要内容，畅通工商资本下
乡投资渠道，完善“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公司+合作社”“新型经营
主体联盟”等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
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集群式发
展、产品品牌化提升、利益链条式分
配。立足诸城山水、人文自然和历史
资源优势，将田园综合体作为拓展农
业功能、推进跨界融合的主要载体，
利用“互联网+”“旅游+”“生态
+”等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教
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打
造竹山生态谷、永辉生态农场、东方
田园综合体等有较大影响力的田园综
合体、文旅综合体。

生产园区化也加速了特色小镇建
设，在诸城健康食品小镇成功列为国
家级首批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的基础
上，抓好桃林北方绿茶、舜王机器人
小镇、恐龙特色小镇、尽美红色小镇
等7个特色小镇发展。坚持市场导向、
特色发展，实施“一镇一特色、一社
一品牌”工程，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
业；加大名优品牌创建力度，运营好
得利斯、诸城外贸、惠发、佳士博等
企业品牌，打造好诸城绿茶、老魏榛
子、诸城板栗、诸城矮化苹果等单品
品牌，培育好永辉农场、东方田园、
苹果乐园等基地品牌，着力打造区域
性特色品牌农业。

生活为本

社区化“共享”美

诸城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一
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社区平台。
2007年，诸城市率先在全国开展社区
化建设之初，就将其定位为服务机
构，并带动市镇两级公共服务资源和
服务力量下沉，政府由管理者向服务
者转变，通过近距离为农民提供与城
市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打造起“两
公里服务圈”，社区架起了城乡之间
的桥梁，让公共服务延伸到基层，实
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诸城市实施农村新型社区提升工
程，开展特色城镇打造、新型社区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三大行动”，年

内打造示范村100个，带动80%以上的
村庄达到美丽乡村B级以上标准；改
造提升社区服务中心30个，建设示范
智慧社区20个。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力度，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水平，启动“十河共治”建设，
扎实开展“绿满龙城”五大行动，全
面打赢生态保卫战，深入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全面推行网格
长、街路长制，实现城乡环卫管理精
细化、常态化。

诸城市全面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 ， 深 入 开 展 “ 感 动 诸 城 十 大 人
物”、诸城好人、文明家庭等创评活
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深化移风易俗，积极推进殡葬改革，
大力弘扬文明风尚。高水平举办大舜
文化节、社区文化节，推动“社区文
化大舞台”建设，实施“精品文艺下
乡”工程，每年送歌舞、戏曲、电影
进乡村7500场次以上。深入挖掘传承
名人文化、孝善文化、超然文化、红
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做大做强恐龙文
化旅游产业，推进常山、竹山、桃
林、恐龙小镇、尽美红色小镇等乡村
旅游片区建设。实施乡村记忆工程，
加快蔡家沟艺术试验场和上刘家沟民
宿综合体建设，让人们“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乡情”。以基层党建为
统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推进
标准化综治中心、实体化网格管理服
务、智能化雪亮工程建设，落实“一
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基层治理。

生态为先

景区化“成就”美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
和宝贵财富。诸城市在推进乡村振兴进
程中，以生态为先，建设生态景区，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充分利用诸城丰富的山水自然资
源，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农
造景、以景带旅、以旅兴农、以农促
旅，全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造天
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的
美丽家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
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将良好生态打造成诸城最亮丽的
名片，为诸城转型发展释放更多生态
“红利”。以“绿满龙城”为目标，

实施“绿色满山”“绿色拥城”“绿
色绕水”“绿色伴路”“绿色环村”
五大行动，深入推进“一城一区四
域”绿化。做好结合文章，坚持将生
态文明创建与农业结构调整、乡村旅
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相结合，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按照以农造景、以景带旅、以
旅兴农、以农促旅的理念，整合资源
实施连片开发，实现生产美、生活
美、生态美“三生三美”共建共享。

目前，该市建成常山景区、马耳
山景区、竹山生态谷、刘墉板栗园等
森林生态景区14个，建成国家A级森
林旅游景区8处，正在建设榛园欢乐
谷、东方田园、龙门口旅游度假区、
障日山农旅小镇、苹果乐园、恐龙花
海、三河湿地公园等园林景区项目20
多个，努力将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生
态产业优势。突出打造龙都街道大源
恐龙花海精品片区、昌城食品小镇精
品片区、皇华华山榛园精品片区、南
湖常山田园精品片区、枳沟庙山文旅
精品片区5个精品示范片区。

诸城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与美丽乡
村建设融合发展的路子，按照景区化
理念和标准，以南部皇华、桃林、林
家村、枳沟、密州、龙都、南湖“四
镇两街一园区”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
主阵地，将乡村旅游作为全域旅游的
重点，充分利用河、湖、山、泉、田
的优美生态，探索多元化乡村旅游开
发模式，实施“景村共建”，重点培
育发展生态营地、休闲农庄和采摘篱
园等新业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截至目前，诸城市创建成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成功创
建省级旅游强乡镇3个，省级旅游特色
村2个，省级以上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2
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150多个，
农家乐2000余家，旅游经营主体1000
多家，带动农民就业15万多人。

以以生生产产园园区区、、生生活活社社区区、、生生态态景景区区““三三区区””共共建建共共享享为为路路径径——

打打造造新新时时代代乡乡村村振振兴兴““诸诸城城模模式式””升升级级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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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诸城野生动物园
②桃林镇上刘家沟村
③西蔡家沟艺术试验场
④国家级农林科技孵化器
⑤常山苹果乐园
⑥常山永辉生态农场
⑦东方田园综合体

（本版图片由傅汝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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