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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邵榕晗

初夏时节，沿兰陵县苍山街道北行3公
里左右，来到一个名为“压油沟”的村子。
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清水秀，环境
优美。村里有古朴的石头板房，树木遮天蔽
日，沟内溪流淙淙，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观光。

谁曾想到，这里几年前还是省定扶贫重
点村，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落后村。2015
年底，当地民营企业兰陵城投开元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为压油沟村重新定位，探索出一条
乡村旅游扶贫的特色之路，把“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变成卖点，实现了
产区变景区、田园变乐园、产品变商品、民
房变客房的转变。

压油沟村的蜕变是兰陵实施旅游精准扶
贫的缩影。兰陵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
实施“旅游+扶贫”战略，将乡村旅游发展
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坚持产业扶贫与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为贫困人口创业、就
业、增收搭建平台，走出了一条“政府主
导、企业运作、农民参与”旅游精准扶贫的
“兰陵路径”。

兰陵县确定了13个具有发展乡村旅游条
件的贫困村，将其作为旅游扶贫的实施对
象，先后将压油沟村申报为国家旅游扶贫试

点村，将北坞丘村、张庄等12个村申报为省
级重点旅游扶贫村。依托资源禀赋，科学编
制了规划，制定了旅游产业扶贫实施方案。
目前，全县形成了以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压

油沟旅游扶贫项目为龙头，以宝山、邓王
山、果蔬小镇、环会宝湖为辐射的乡村旅游
扶贫集群。

该县紧抓项目建设“牛鼻子”，立足村

庄生态资源优势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引导
鼓励企业家投身旅游扶贫产业发展，兴建旅
游扶贫项目。压油沟风景区及田园综合体、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宝山前生态旅游风景
区、龙泽山水国防教育基地、邓王山、大宗
山朗公寺、百草谷等一批旅游扶贫项目累计
投资超过35亿元，统筹使用扶贫资金1800余
万元，相继开发建设、投产运营，形成了旅
游扶贫产业发展的热潮。

当地政府在完善旅游基础、公共服务
配套设施上下功夫，积极帮助争取上级政
策扶持，协调解决开发中遇到的重点难点
问题。旅游扶贫项目以企业为管理运营主
体，同时牢牢把握贫困户增收这一根本环
节，通过“公司+农户”等方式，让村民获
得劳务、租金、股金等收入，在项目建
设、管理运营、保安保洁上优先安排当地
农民就业，先后带动875户1673名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不仅实现了群众
脱贫致富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共赢，还有效
拉动了全县旅游产业的发展。2018年，兰陵
县累计接待游客608 . 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28 . 3亿元。“坚持‘政府主导、企业
运作、农民参与’的旅游扶贫发展模式，
是兰陵探索出的脱贫攻坚和产业致富的新
路子。”临沂市委常委、兰陵县委书记任
刚说。

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农民参与，一个个穷山村迎来美丽蜕变———

旅游扶贫看兰陵

兰陵县有名的贫困村压油沟村经过重新定位，探索出一条乡村旅游扶贫的特色之路
（资料片）。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郜玉华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28日，记者在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

朱庄行政村秦庄自然村看到，昔日堆放砖头瓦块的村头荒
地，如今是凉亭典雅，长廊蜿蜒，绿植葱翠，几名儿童正
在这里的玩具城堡中快乐玩耍。

村头荒地变身小公园，是牡丹区着力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的缩影之一。牡丹区按照“因村制宜、一村一策”的原
则，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去年完成417个村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启动建设70个村，其中26个村达到美丽乡村建设标准。
李村镇入选全省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示范镇。同时，新修
农村道路372公里，新建镇街污水处理站3座；完成危房改造
715户，改厕30279户，乡村面貌愈加美丽。

在牡丹区小留镇梨高庄村，千亩梨树郁郁葱葱，这是
该镇建设绿色生态观光体验园的内容之一。据小留镇党委
书记朱中华介绍，该项目投资1 . 1亿元，规划面积1 . 3万
亩，预计可为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左右。

今年，牡丹区依托各村产业特色和文化特色，充分发
挥美丽乡村样板村的示范带动作用，以点连线带面，着力
打造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精品村、重点村、特色村，年内
将打造3处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26个省市级示范村，
努力做到生态美、百姓富、产业旺、文化兴。

菏泽牡丹区

村头荒地变身小公园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今年小龙虾的行情还行，这种三钱多重
的小龙虾每斤能够卖到20元。”5月15日，在鱼
台县张黄镇梁岗村内润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养殖基地，公司经理宋艳辉正在给刚捕
捞上来的小龙虾分类，“虽然现在价格与之前
相比有所下降，但对于我们养殖户而言，小龙
虾只要保持在每斤15元以上，就能够盈利。”

今年是宋艳辉回到家乡养殖小龙虾的第
二年。去年，在济宁打拼十多年的他看好龙
虾市场，便听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建议，辞去

工作，回村养殖龙虾。“刚开始，我担心缺
少小龙虾养殖技术，县渔业服务中心的支持
给了很多的信心。”宋艳辉告诉记者，服务
中心提供了技术帮扶、资金补贴、政策扶持
等，给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宋艳辉龙虾养殖基地采用了稻(藕)虾共
作模式，稻、藕为龙虾提供遮阴庇护，龙虾
排泄物作为肥料促进稻藕生长，水中的微生
物为龙虾提供了食料。“龙虾繁育对水质要
求很高，水质的下降会影响龙虾的繁育。”
宋艳辉说，鱼台县有着优良的水质，水中的
溶氧量可以达到15%，稻(藕)虾共作模式养殖
的小龙虾个头大、品相好、肉质鲜嫩，是小

龙虾中的上品。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鱼台县积极推广稻

(藕)虾生态种养模式，今年新增稻(藕)虾共作
面积达3万余亩。目前，全县稻(藕)虾共作生
态养殖面积已达13 . 5万亩，县财政扶持建设
“稻(藕)虾共作”基地已达40余处。

据鱼台县渔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兴华
介绍，鱼台的小龙虾腹部白且干净、虾线清
晰、个头饱满，被经销商称为“白腹美”，
深受消费者欢迎。

为拉长产业链条，鱼台县大力扶持龙虾
加工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开发龙虾成品、半
成品，提高小龙虾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

值。引进的湖中鲜深加工项目现已投产，年
可加工龙虾2000吨，加工的龙虾产品畅销北
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鱼台连续举办了两届龙虾节，擦亮了
“生态龙虾”品牌，让味美质优的生态小龙
虾红遍了大江南北。据赵兴华介绍，今年6
月份鱼台县将举办第三届龙虾节，目前，各
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公开征集龙虾
节活动策划创意、龙虾节吉祥物征集和形象
大使 (最美志愿者 )公开选聘等多项主题活
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热情参与。该县还将陆
续举办龙虾节烹饪培训班、“谁家龙虾最好
吃”大众评选等活动。

回乡创业，最青睐小龙虾
鱼台发展稻(藕)虾共作养殖基地40余处13 . 5万亩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大东 报道
本报枣庄讯 5月28日，枣庄峄城石榴嘉年华项目招

引的水木石田园综合体、云深处航空飞行小镇·马术基地
等11个优质文旅项目集中签约，标志着峄城石榴产业文旅
融合板块取得阶段性成果。

去年，峄城区制订石榴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省派峄
城区乡村振兴服务队积极牵线搭桥招商引资，引进枣庄石
榴嘉年华项目，加快发展石榴产业，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枣
庄石榴嘉年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搭建石榴循环生
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特色大健康医养基地和文创产品研
发基地，规划古园林沉浸式体验中心和世界非遗文化(产
品)交流与传播中心等，逐步实现石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11个文旅项目

助力峄城区石榴产业发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7日，青岛市市南区政府在北京举

行“双招双引”推介会，向长城资本、芒果文旅、中关村
开放基金等30余家企业进行招商推介。

市南区政府“双招双引”驻京组向与会企业家作了题
为“投资市南 赢在未来”的主题招商推介，详细解读了
市南区整体概况、投资环境、动能布局等方面情况，并就
中山路四方路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项目作重点推介。

与会企业家与市南区工作人员针对金融投资、文旅规
划、医疗健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互动，对相关项目广泛
谏言献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积极探索商定合作契合点。

青岛市南区

举行“双招双引”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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