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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峡山区矢志大力培育高端特色农
业，目前已呈蓬勃发展之势：黑木耳产业落地生
根，“优渥”有机农产品走进北上广深以及香港
等高端市场，“仙侠湖”有机菜摆上了中南海餐
桌，“康净园”金针菇成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供应食
材；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兴旺种业、源益基因
等农业科研院所、研发企业落户……其带来的更高
的产品附加值、更长的产业链条、更紧密的利益连
接机制，有力推动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坊子———

精准发力

推进脱贫攻坚
坊子区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增强扶贫对象造

血能力，实现稳定脱贫、持续增收的根本举措。
2016年以来，全区共投入资金800多万元，实施了21
个产业扶贫项目，落实差异化到户精准扶持政
策，覆盖受益贫困户500户左右，每户年均增收
1200元左右。为激发产业扶贫动力，坊子区探索建
立了“街道+园区+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依
托水墨庄园家庭农场、黄旗堡西红柿小镇、玉泉
洼观光园等优质现代农业园区，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年可实现扶贫收益70万元。

高新———

提升城市能级

锻造竞争优势
今年以来，高新区全力推行城市工程精品

化、城市能级高端化、城市管理智能化，以深耕
“三化”全面提升城市能级、锻造竞争优势，赢
得近者点赞、远者艳羡。高新区把每一项城市建
设工程都打造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
程。高新区坚持疏堵结合、服务民生、打造品牌
的理念，今年新增2处、累计设置便民市场16处，
整合流动摊点2200多个。同时，按照统一经营车
辆、统一经营服装、统一经营时间，公开经营产
品信息、公开经营者信息等要求，不断升级改
造、规范管理，打造了便民市场服务品牌。

昌邑———

整合优质资源

打造“文昌之邑”品牌
近年来，昌邑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丝绸文

化、溴盐文化和潍水文化底蕴，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壮大文化产业，以文旅融合为契机，整合优
质资源促进文化传承发展，使“文昌之邑”品牌
声名远播。昌邑市借力文化创意开发，增添文化
活力。丝绸小镇文化创意园项目总投资20亿元，以
传承丝绸文化为主题主线，以农业休闲、民俗体
验、观光旅游为特色产业，叫响“桑娱蚕乐”服
务业特色品牌。此外，该市打造的“文山潍水”
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今年选优培强
的龙乡文化节、绿博会、黄元御中医药文化节等41
项精品文旅活动持续升温。

奎文———

探索创新物业新模式
近日，奎文区按照政府主导、社区自治、市

场运作、业主联动的原则，以实现物业服务全覆
盖为切入点，围绕改善老旧小区环境秩序，成立
了街道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及社区物业服务公司，
探索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无物业小区的物业管理
新模式，东王社区成立的潍坊潍民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就是其先行先试的一个代表。由于老旧小区
基础设施差，居民对市场化物业管理认可程度不
高，前期部分小区曾尝试引进市场化物业公司进
行服务，但往往由于服务成本高、交费比例低等
问题，导致亏损，最终撤出。为从根本上解决老
旧小区物业管理缺位的问题，奎文区创新思路，
由政府主导成立街道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及社区物
业服务公司，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
实现了“先服务后收费”。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从5月26日第一个棚上市到6月11日第二
个棚卖完，李继龙家两个大棚的西瓜已经全
部卖完，“今年西瓜价格稳定，每斤1元到
1 . 2元之间，比去年售价高了0 . 1元”。

50岁的李继龙是潍坊市坊子区黄旗堡街
道柏台村村民，种植大棚西瓜已有19个年
头，靠着种瓜供孩子上完了大学，并在城里
为孩子置办了楼房。

李继龙两个棚的西瓜卖了近6万元。西
瓜卖完了，李继龙并没有闲下来。6月19日
一大早，李继龙两口子就钻进大棚里忙活
开了，将瓜蔓收拾干净，再将土地翻一
遍。看着略显空荡的大棚，李继龙抹掉脸
上的汗水说：“多亏了俺村发展大棚西瓜，
这日子过得才有奔头。7月份，我们再种一
茬葱。”

追溯柏台村的种瓜历史，李继龙告诉记
者，村里从1983年开始种露天西瓜，但发展
大棚西瓜是在1996年，“那会儿，就在靠
近马路的两侧有20多个大棚吧，当时大家
伙儿还都不舍得投入，怕没经验投了钱折
了。”

村民不敢干，村干部带头干。第一年，

柏台村的大棚西瓜就卖了个好价。于是，村
民们都有了积极性，自发投资建棚发展大棚
西瓜，至今，全村大棚西瓜已有2000余亩。
2000年，一直在安丘化肥厂打工的李继龙坐
不住了，也回到村里种起了大棚西瓜。刚开
始，李继龙也不会种大棚，就看其他村民干
啥，他跟着干啥。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老
把式。

规模是起来了，但柏台西瓜此前的知名
度不高。这几年，黄旗堡街道开始打造“一
村一品”农业格局，通过国家级原产地申
报、绿色产品认证等途径培育了“逄王一
品”有机西红柿、柏台西瓜、半截楼葡萄、
张家庄芦笋、于家苗木在内的诸多农业品
牌。

“近几年，我们完成了‘十谷啤酒’、
‘焦糖山楂’、‘杞王’葡萄、‘逄王一
品’西红柿、‘杞都’牛蒡茶5个地域农产
品的国家级原产地申报。同时，完成张家庄
芦笋、田东芹菜、柏台西瓜、城后黄桃4个
农产品的绿色认证材料收集和提报。”黄旗
堡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洪海说。

于是，品牌成了质量的“代言人”，
也成了市场的“通行证”。记者翻看黄旗
堡街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不时会通过

诸如“吃在黄旗堡，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才是
生活！”“盼了一年的‘逄王姑娘’来了”
等趣味十足的微信文章推介这些农业品牌。

“我们村的大棚西瓜60%的品种是‘甜
王’，在‘六一’节前上市，与昌乐西瓜打
一个月的时间差。”李继龙告诉记者，由于
柏台西瓜已经打出了品牌，今年西瓜上市
时，村里的主路上挤满了运输车，销路基本
不用愁。

在柏台西瓜上市前的这段时间，黄旗堡
街道卖得最火的产品则是“逄王一品”西红
柿。“今年的采摘节比前两届都要好，不但
游客多，而且产品销售好。前两届也就能采
摘60%的西红柿，今年几乎100%的实现采摘
销售。”黄旗堡街道逄王一村党支部书记周
顺治告诉记者，第三届“逄王一品”有机西
红柿采摘节从今年3月6日开幕，一直延续到
了5月底。

“逄王一品”有机西红柿火了，原先在
外打工的、搞养殖的村民也纷纷回到逄王一
村，承包起了西红柿大棚。据周顺治预估，
一个占地3亩的大棚今年能实现10万元的收
入。老家逄王一村、如今居住在济南的周新
华一家前一段时间特地赶回村里，就是为了
带着孩子参加第三届西红柿采摘节，“我姐

家种植西红柿大棚。原先只是听说我村成
了乡村旅游景点，这次回来看看确实火
爆。这样搞下去，我们村的田野上更有希望
了。”

用周顺治的话来说，逄王一村的模式可
复制性强，能够推广。实际上，黄旗堡街道
已经行动起来了，开始着力打造西红柿小镇
项目。记者了解到，项目占地总面积15000
亩，涉及城后、周家庄子、杞东、杞西、
杨家街、东门口、逄王一、逄王二、逄王
三、逄王四10个村庄，辐射人口15000多
人。项目发展定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项目区规划西红柿产业文化发展区、杞国
古城文化旅游区、汶河生态休闲娱乐区三大
板块。

“西红柿产业文化发展区的发展定位向
精品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旅游观光
农业发展，形成3000亩西红柿农业科技示范
区、石桥子河旅游观光风景区、西红柿产学
研文化发展区、休闲服务区、西红柿商贸物
流区、西红柿产业加工区‘六区’分布的发
展格局，最终实现‘三生三美’的农业发展
新业态。”王洪海说，现已建成600亩有机
西红柿采摘区，500亩西红柿产学研基地正
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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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品”激活坊子区部分村庄农业发展———

品牌农业拓展田野希望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看看 行行 动动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王 建

山还是那座山，却从荒山野岭变成绿水
青山；人还是那个人，却从成功富商化身
“造林英雄”；村还是那个村，却从靠天吃
饭转为旱涝保收……

走进临朐县寺头镇石河头村金鸡山，侧
柏、黑松郁郁葱葱，核桃、油桃硕果累累。
在山顶，记者见到了创造这一系列变化的山
东省乡村绿化楷模人物王传平。

石河头村因地处石河源头而得名，人
口不到200户，耕地少，大多是山岭薄地，
且地处青石山区，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

1961年出生的王传平，兄弟姊妹7个，
年幼时就失去了父母。“自打俺记事起，村
里就缺吃少穿，过着苦日子，俺家也不例
外。”当问起主动进山义务造林的初衷时，
这个中等个头儿、红脸膛的大山主人打开了
话匣子。

迫于生计，17岁的王传平闯东北、干木
工，一干就是6年。后来，他回到家乡，办

起了家庭作坊式家具厂。没过几年，又把厂
子搬到了城里，打家具、干装修。经过数年
打拼，王传平的腰包鼓了起来。然而，每次
回家探亲，望着光秃秃的金鸡山，对土地和
村子有特殊情感的老王心里总感觉还是那个
穷滋味。

2011年，王传平毅然决定，回老家、进
山沟、治荒山，誓把家乡变个样。王传平承
包了村里2 4 0 0亩荒山，放弃舒适安逸的生
活，一头钻进山沟沟，与石头相伴，与土坷
垃打交道，开始治山整地。

王传平先请来水利工程和林果技术员 ,
对承包的8个山头挨个进行了山水林田路综
合治理规划，搞出了生态建设规划图。没
路,王传平就买来挖掘机、装载机、翻斗车
等大型机械，挖出了一条1 . 1公里的进山大
道和22公里的环山路；请来专业钻井队,在
沟底打出深水井,铺设管道4500多米；投资
30万元架设高压线路。

搬石子、运水泥、砌石沿……开工后 ,
王传平起早贪黑，和工人们吃住在山上。半
月下来 ,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老伴看了心
疼,劝他下山歇息几天,他拒绝了:“可不行，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我撑得住。”
就是凭着这股韧劲，无论刮风下雨，严

寒酷暑 ,王传平一待就是三年多、一千多个
日夜，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当代新愚公也
逐渐被传颂。昔日的穷山恶水，在“造林英
雄”王传平的改造下悄然变了模样。

打百米机井两眼，建三级扬程、容积
400立方米的蓄水池1个，绿化荒山3000多
亩，栽种黑松6万株、侧柏22万株，核桃、
油蜜桃等果树1万多株……“旱能浇、涝能
排”，水土保持率80%以上。用在荒山开发
上的资金也达1000多万元，全部是自掏腰
包。对此，王传平毫无怨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国家这么重视生态建设，又遇
上乡村振兴好时机，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
也会坚持下去。”

除治山外，王传平还不忘挤出资金，造
福村民。为村里架电筑路，方便群众生活生
产；打深机井，送水到户，让全村人吃上水
质良好的自来水；聘请村民到山上务工，仅
工资一项，一年就发放近50万元。王传平还
关心村里留守老人生活，不管是平时还是过
节，都为他们送生活用品和慰问品。“他真

是把全部心血都投在了这片荒山上，用在了
村民福利上。雇工都是村民，老少爷们不用
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工资。”石河头村
村民颜世宝说。

2018年6月，在全省实施造林绿化十大
工程暨乡村绿化现场会议上，王传平被授予
“山东省乡村绿化楷模人物”荣誉称号。今
年，王传平的金鸡山还成了潍坊市义务植树
基地之一。

“能够尽己所能，为村民提供挣钱门
路，让他们生活有保障，比自己挣钱都高
兴！”这个大山里的汉子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荒山变成“工厂”，让村民当上工
人，按月领钱。这也是王传平最普通最实
际的想法，也渗透着他对家乡父老的朴素感
情。

“荒山不治理永远是荒山，治理好了就
是绿水青山。”说起远期规划，王传平有一
个梦想：对基地进行景区建设，开发红叶
谷、采摘园、石河景观游等项目，发展原汁
原味的乡村游，让家乡变成风光秀丽的“世
外桃源”，让乡亲们端上生态碗，吃上旅游
饭。

王传平咬定“秃山”播绿荫，打机井，修公路，让乡亲们———

端“生态碗” 吃“旅游饭”

峡山———

高端农业

引领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这是拇指黄瓜，皮薄、肉嫩、清脆可
口，关键是黄瓜味道更浓、鲜味十足！”在
2019中国农业创富大会上，潍坊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张太翔向大家介绍。潍坊市农业农村局
带来的昌邑大姜、寿光蔬菜、昌乐西瓜等几十
种“潍坊农品”个个争奇斗艳，潍坊市发展现
代农业、聚焦精准脱贫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更
是吸引了全国参会人员的目光。

6月15日至16日，为期两天的2019中国农业
创富大会暨“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高峰论坛
农展会在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来自全国各地
的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长、种养大户、基地、
园区和涉农公司等新型职业农民，共5万人参
加。

“我儿子叫小乐，我是像培育儿子一样来
做这个品牌。”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宋会
灵，回乡创业，打造了“小乐”西瓜品牌。目
前，小乐西瓜一斤10块钱，单个卖到59元。在
她的展位前，一套《小乐的故事》绘本引得众
人纷纷驻足，这套绘本是小乐西瓜团队亲手绘
制的，讲述了童年和西瓜的故事。“这西瓜不
仅甜，还香味十足。”潍坊市民张静品尝后告
诉记者。

香气扑鼻的珍珠油杏，也引起了不少人注
意，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高东升介绍说，该品
种口感好，果味甘甜，桂花气味浓郁，产销两
旺。山东农业大学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在小麦、

玉米、生物防治等方面的创新品种和技术。
“这灵芝真给力，直径达到了一米，一露

脸就被围观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白正秋介绍，他们带来了几十种“聊胜一筹”
的品牌产品，除了灵芝，还有西红柿、西瓜、
鸡蛋等产品。

“这个桃子品种已研发20年了，还获过吉
尼斯世界纪录呢。”来自日照市莒县夏庄镇大

苗蒋村的宋叶秋，向记者展示了酷似扁圆形纽
扣的桃子，因为形状像纽扣，这种原名为“明
月蟠桃”的桃子被当地种植户叫做“纽扣蟠
桃”。

此次大会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包含了
“乡村振兴”“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创富新时代”等板块，举办了十多场论坛峰
会。在中国(山东)“乡村振兴·大国榜样”主

题论坛上，农业专家及广东、浙江等省的乡村
振兴典型代表齐聚一堂，交流实践经验、探讨
发展模式。“聚焦现代农业·对话首席专家
2019年圆桌峰会”邀请了山东省现代农业创新
团队果品、食用菌、家禽、虾蟹、薯类以及中
草药等6个领域的首席专家，介绍近年来的创
新成果。

本届中国农业创富大会共吸引了300多家
企业参展，除了品牌水果、肉蛋奶、蔬菜，还
涉及品牌农机和农资等上千种产品。

记者来到“水果采摘神器”展位，这是
一款半自动化的水果采摘机，可以实现一个
人开车，四个人站在上面同时作业，平均每
个人的采摘效率可以达到传统手工采摘的6到8
倍。

大会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2019中国
（山东）种业创新论坛”、社区新零售高峰论
坛暨全国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中国高效
种植暨农资营销峰会”、“新型主体 创赢未
来”——— 山东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9创富交
流会、2019十大品牌农产品颁奖典礼、山东十
佳三农人物颁奖典礼、“为农业而战”——— 山
东农联2019年全省站长盛会等活动。

据了解，本次农业创富大会以“致敬新时
代 献礼70年——— 新时代 新动能 新农人
新农业”为主题，以“乡村振兴”和“产销对
接”为核心，致力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共设
置“乡村振兴”“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创富新时代”四大板块。

八方“农人” 潍坊展“新”
——— 2019中国农业创富大会速写

宋会灵向参观人员介绍小乐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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