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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嘉仪 田鹏

找准产业发展“金钥匙”

处暑过后，天气逐渐凉爽起来，8月25
日，正值周末，在淄博市张店区湖田街道北
焦宋村的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内，游人如
织。北焦宋村与景区合作建设的旅游小火车
项目更是排起了长队，好不热闹。

该项目总投资400余万元，村集体为投
资主体，村民自愿入股，资产归村集体，由
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负责经营管理。“项目
建成以来，运行良好，预计一年可为村集体
增收50余万元。”北焦宋村党支部书记粱之
友说。

在湖田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永财看来，产
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想要让农
村持续健康发展下去，必须立足村情实际，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产业带动。

北焦宋村坐落在玉皇山东南方向，村庄
北侧有309国道通过。凭借出色的地理位置
优势，北焦宋村大力发展旅游业，引来了玉
黛湖生态乡村庄园项目。生态乡村庄园依托
北焦宋村的自然资源，建成一家集农业观
光、动感游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景
区，目前，已成为鲁中地区最具人气的旅游
景区，2018年接待游客突破40万人次。

为大力支持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的发
展，北焦宋村积极协调上级各方面的支持，
谋求多元化发展，园区先后建成了以植物科
普馆、都市农业体验区、滑雪场、水上乐园
等集科普观光、劳作体验、亲子娱乐为一体
的主题功能区。

特别是近两年，玉黛湖开始承办淄博花
灯节，年味十足的淄博花灯艺术节引得游客
纷至沓来，淄博花灯爆红国内外，打响了
“春节到张店来看花灯”的文化品牌，也为
玉黛湖提高了知名度。

“村企深度合作，既解决了玉黛湖生态
庄园景区发展的瓶颈、难题，也促进了我们
村的产业提升。目前，每年仅土地租赁收入
就增加了100多万元，景区效益的提升也进
一步提高了村集体的经济收益。”粱之友告
诉记者。

党建引领，配强“火车头”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能
够落地落实的力量源泉。北焦宋村近年来的
发展证明，在关键机遇期有一个坚强有力的
党组织带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和
必要条件。

卢法礼是张店区文旅局派驻到北焦宋村

的第一书记。三年前，刚到北焦宋村的时
候，经过走访调研，他很快就发现村里经济
基础薄弱，党的建设也存在不少不足。“之
前党建制度落实不到位，‘两委’班子战斗
力不强，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乡村振兴缺
少推进动力。”卢法礼回忆。

说干就干。卢法礼从抓实抓牢党建工作
入手，逐步展开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村党
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
基本制度，把主题党日做精做细做实，基层
党员的素质能力不断提高，党支部的组织
力、凝聚力、战斗力也不断增强。随后，他
和村“两委”一班人因地制宜，发挥产业带
动作用，走出了一条以乡村文化旅游业为核
心的特色发展之路。

2017年，在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面临资
金紧张的情况下，村“两委”和卢法礼争取
到张店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00万元扶助景
区建设。由投资担保公司担保，并与全村31
户贫困户和扶贫办签订三方协议，每年由景
区按经营收入向贫困户支付分红。这样既解
决了景区发展资金短缺的难题，也进一步增
加了贫困户的收入。

“党建+产业”促乡村新变化

8月28日，走进北焦宋村，南沟碧水潺
潺，老村灰瓦白墙，路旁红花绿植，颇有江
南水乡的味道。

过去三年，北焦宋村协调连片整治资金
400多万元对村内南沟进行了治理、绿化，
争取27万元资金修建了幸福大院、文化活动
广场等，并新建3栋楼房，解决了村里适龄
青年婚房的难题，还为村民通上了自来水、
天然气。

北焦宋村的变迁与发展只是张店区乡村
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张店区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提升基层党组织力量的重要
抓手，坚持突出产业引领，抓党建促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注重将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相
结合、与项目建设相结合，引领带动村集体
经济发展增收，努力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中走在前列。

张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江贵军说：
“党建引领发展，产业支撑振兴。张店区通
过‘党建+产业’模式，让乡村振兴在基层
落地生根。”

截至目前，张店区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达193家、家庭农场15家，发展市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15家，包括北焦宋创建项目在内的
7个省级、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项目正
在扎实推进施工建设。

坐着景区的小火车，赏着园区的美景，北
焦宋村村民梁之芳喜滋滋地说：“感觉坐上了
发展致富的快车，让我们生活有奔头。”

党建强起来 产业兴起来 村民富起来

张店：“党建+产业”编织乡村振兴路 □通讯员 刘考勇 李瑞丽 曹金磊 报道
本报郓城讯 9月14日，郓城县张营街道金沙窝红梨

采摘节开幕，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齐聚采摘节现场，亲
子游、全家游让今年的团圆节锦上添花。百顷梨园内金果
满枝，果香醉人，人们品尝各种优质甜梨，徜徉在硕果累
累的梨园之间，充分感受秋日微风中假期休闲观光和采摘
品尝的快乐。

据悉，张营街道采用延迟采摘的办法避开夏季采摘节
高峰，是基于天时地利的因素作出的策略调整。由于今年
气候条件好，张营街道沙窝梨长势喜人，目前已经进入最
佳采摘期；加之沙窝梨品种耐储存，因此可以采摘持续到
国庆节之后。

“我们是侯咽集镇的石榴种植户，今天来果园里取取
经，看看人家的采摘节是咋办的。这是很好的学习交流的
机会。”殷江稳和同伴们从侯咽集镇家庭农场赶来参加采
摘节，走走看看，不停讨论种植行情，感叹“不虚此行，
收获很大”。

郓城县张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通过举办首届采
摘节活动，一是把当地优质农产品推广出去，提高当地农
特产品知名度；二是打造当地乡村旅游品牌，特别是经过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后，当地环境明显改善。下一步，
该街道将把彭湖湿地等旅游景点串成线，把整洁、原生态
的乡村环境变成城市居民周末休憩放松的“后花园”，借
助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金沙窝红梨采摘节
引爆秋季游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鹏 刘明志

地处沂蒙山区的临朐县，这里的人们有着参军报国的
好传统。在东城街道徐家上庄村，有这样一个家庭——— 祖
孙三代都是军人出身。说到三代人参军的事，刘刚一脸的
自豪和喜悦：他父亲刘延文于1968年3月光荣入伍，他自
己1994年12月步入军营，儿子刘浩东去年8月也应征参
军。

身为祖父的刘延文曾在陆军火箭炮团指挥连任侦察班
长六年，其间带领战友们训练成绩优秀，1969年入伍第二
年光荣入党。1975年5月刘延文退伍回乡任生产队会计，
1978年3月到当时的上庄初中任教。在家人的耳濡目染
中，儿子刘刚经过体检、政审、心理测试等程序，也穿上
了军装，重拾父亲的职业，成为新藏线一段的新兵。从平
原到高原，刘刚克服各种困难，咬紧牙关，勤学苦练，加
班加点练体能，练技能，训练成绩直线上升。在这种艰难
的条件下，他待了4年。刘刚退伍之后选择自主创业。创
业初期比较艰难，但是他将军人“不服输”的精神带到创
业中去，愈挫愈勇，在这种情况下，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
片小天地。在祖父两代军人的熏陶感染下，孙子刘浩东从
小就向往火热的军营，热爱绿军装，羡慕军人这个崇高的
职业，从去年8月份入伍，服役于某空军飞行训练基地，
他认真训练军事技能，学习过硬实战本领。

一家三代都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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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仪 田鹏 报道
张店区湖田街道北焦宋村旅游小火车奔向致富路。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庞占英 报道
本报禹城讯 禹城市解放路小学南侧一店铺发生火

灾，该校老师张玉辉第一时间发现并三进火灾现场进行灭
火的事迹，获得众人纷纷点赞。

9月2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正是解放路小学放学时
间，五年级级部主任张玉辉老师组织学生路队出校门时，
看见南侧门市楼后墙窗户冒出了滚滚黑烟，其店门口聚集
了很多学生。他和随后赶来的该校安全科主任王平，先是
紧急疏散学生，然后进店查情灭火。厨房火炉上的火苗已
经点燃了屋顶的天花板，张玉辉在门后找到灭火器，冲着
火苗一阵猛喷。但是由于火势太大，一瓶灭火器不够用，
这时王平从学校取来灭火器赶到，张老师拿着灭火器又冲
了进去，有效阻止了火势蔓延。门口聚集了很多学生和群
众，王平一边维持秩序一边配合灭火。而后张玉辉得知屋
内还有一个煤气罐，又蒙上一个沾水的擦桌布，再次冲进
了火灾现场。他迅速找到一个棍子别到煤气罐上，将其拽
了出来。确认没有暗火复燃的情况下，他和王平不声不响
地各自回去。9月5日下午，快餐店老板来到解放路小学将
一面印有“助人为乐 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两位老师
手中表示感谢。

禹城中学老师
三进火场灭火

□本报记者 肖 芳

素有“北方韩资密集第一区”的青岛市
城阳区，近日再掀对韩开放合作热潮：9月4
日，2019青岛世界韩商合作大会在城阳区开
幕。400余名来自韩国LG、CJ、SK等知名跨
国企业以及全球各地韩国经济团体代表参
会。

“这些人不是一般人，是韩国最有实力
的商业领袖。”大会之前，韩国民主平和统
一咨询会青岛支会会长薛奎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已在城阳区经商近20年的他断
言：以前对中国缺乏深入了解的韩国企业
家，通过世界韩商大会这个平台，零距离感
受青岛和城阳后，会发现新的商机。

事实如其所料。9月5日，经过前期和会
上对接交流，中韩电商产业园、青岛尚合化
妆品共享产业园等一批新科技、新经济产业
项目现场签约，合作总额达5 . 7亿美元。这
开启了中韩合作的又一新篇章。

城阳营商环境

让韩商“舒服”

据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经济领事徐庚铉
介绍，目前在青岛的韩国投资企业约有2300
家，在青岛的韩国人有3 . 5万人，其中3/4聚
集在城阳。城阳区也因此创下了“韩资企业
落户最多、韩国人居住生活最多、韩国料理
店最多、出访韩国人员最多”四个全国第
一。

韩国元素，已经成为城阳区的一张特色
名片。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商，城阳区热
情开放地接纳，更以“营造韩国仿真环境”
为标准，为其打造了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居住方面，形成天泰韩国城等一批韩国
人集中居住区，300多家韩料店遍布街头，
新韩银行、韩亚银行等随处可见；教育方面，
设立韩国公立学校青岛青云韩国学校，并在
区实验小学成立“韩国班”，接纳韩籍中小学
生近千名；医疗方面，实行韩商就医“一卡通
绿色通道”，设专用窗口优享服务……

营商环境是否“让人舒服”，韩商最有
发言权。城阳区知名韩料店“笑门火炉”老
板李炅淑，1996年就从韩国来到青岛经营餐
饮。她的儿子黄辉钟今年31岁，从小就在青
岛上学，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们全
家都喜欢在城阳工作和生活，城阳人对韩国
文化、饮食的接受度也比较高。”黄辉钟
说，料理店的顾客刚开始基本都是韩国人，
现在一半是韩国人、一半是中国人。

韩商视城阳为

走向世界的“门户”

随着越来越多韩国人到城阳投资兴业、
定居生活，2015年12月8日，韩国驻青岛总领
事馆迁至城阳区。

“在韩国政府眼中，城阳区是韩国企业
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门户。”韩国中小企业
振兴公团青岛代表处首席代表刘权浩告诉记
者，韩国政府出资在城阳设立1500平方米的

“韩国优秀商品展示馆“，就是一个例
证——— 在城阳区正阳中路77号，“韩国优秀
商品展示馆”的店面不算显眼，但走进去却
别有洞天。上下两层展厅里，陈列着从韩国
950家中小企业原装进口的7000余件商品。它
们均由韩国政府严选而出，面向中国市场的
买家及代理商进行展示。

据展示馆运营方首席代表高俊凤介绍，
展示馆成立三年多来，每两月举办一次贸易
洽谈会，截至目前已累计促成了2000余次企
业对接，贸易促成额超过5000万美元。

历经30年积累，城阳区与韩国经贸交
往、人文交流日益紧密，与仁川市南洞区等
十几个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此次世界
韩商大会期间，城阳区又携手莱西市及对口
扶贫的贵州省关岭县，与韩国庆尚南道河东
郡、庆尚南道南海郡、全罗南道求礼郡，共
同倡议发起成立中韩城市发展联盟，深化多
领域交流和合作。

抢抓中韩合作

3 . 0时代机遇

伴随我国经济结构及国际局势的变化，
在城阳这片土地上，中韩经贸合作也不断迈
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2019青岛世界韩商合作大会开幕式
上，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总结认为，中韩经
贸合作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以劳动集约型
加工贸易为代表的1 . 0时代，然后是资本集
约型大企业进入中国的2 . 0时代，现在则进

入了中韩合作的3 . 0时代，双方互相借鉴，
共享利益。

对于这种变迁，已来城阳26年的青岛韩
国商会会长李德镐，有着亲身体会：以前，
来城阳投资的韩国企业多是服装鞋帽、工艺
品厂，看中的是城阳当地廉价劳动力，产品
主要销往欧美等地。近年来，因中国劳动力
成本上升、中美贸易形势变化等因素，不少
加工型韩企被迫转移到了东南亚。留下来的
韩企，则尝试转变营销策略，深耕中国大陆
市场。李德镐经营的工艺品厂，就与山东著
名电商“韩都衣舍”合作，实现了“出口转
内销”。

正当韩企扎根城阳谋划转型之时，重大
政策利好袭来：青岛获批创建中国-上合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全力打造“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在新一轮对外开放大
背景下，城阳区立足建区25年来积累的对韩
开放优势，吹响了抢占“中日韩地方经贸合
作先行区”的冲锋号。

目前，城阳区已出台了外资引进、社会
化专业招商等优惠政策，同时规划建设中日
韩联合创新园、中日韩经贸合作园、欧亚供
应链产业园，全力打造山东对日韩开放发展
的桥头堡。其中，中韩科创园已于今年4月
挂牌启动，中韩青年创客园、韩国大邱ICT
产业园、中韩双向智慧生态农业体验园等项
目正稳步推进。此外，城阳区还正加快成立
由中韩政商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专家顾问团，
并赴广东等其它韩资产业聚集区实地考察，
找准中韩产业对接点，探索地方合作新模
式、新路径。

城阳区成功举办2019青岛世界韩商合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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