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上述7种做法，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各选择一个典
型样本进行重点研究、深入剖析，力争将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做法充分挖掘出来，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土地政策撬动型

曹县——— 用足用活土地政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004年，国家提出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
解决城镇化发展用地的同时，也为解决乡村发展投入问题创
造了契机。曹县充分利用这一政策，盘活了土地，增加了投
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一条路两排房”的传统居住模
式，让农村人在家门口过上城市人的生活。2012年以来，曹
县利用城乡土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坚持“取之于农、用之
于农”，整县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新型城镇化“两新”融
合发展和美丽家园、生态田园“两园”共建，全县共建成新
型农村社区73个，入住群众17 . 8万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1175亩，行政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3万元以上，走出一
条鲁西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好路子。

龙头企业助推型

山东泰茶“良心谷”——— 促万亩土地再增值

农业产业化发源于我省，经过20多年发展，培育壮大了
一批农业龙头企业，这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支重要
力量。山东泰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我省千万农业龙头企业
的一个缩影，企业创始人怀揣家乡情怀、先进理念、工商资
本和先进技术回到新泰老家，先期流转了700亩丘陵薄地，发
展高效绿色茶产业。在当地政府引导支持下，他们专注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重处理好与农户、与村集体的利益关系，带
农增收效果明显，真正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集体
和农民受益、乡村面貌大改的良好局面。

区域整体开发型

五莲山白鹭湾——— 打造全国一流田园综合体

五莲山—白鹭湾田园综合体位于日照
市五莲县东南部，面积60 . 5平
方公里，涉及叩关镇、潮河镇

和五莲山风景区3个乡镇29个村1 . 6万人。按照“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市场化运作、农民充分参与收益”的方式，经过多
年山区开发和林水会战，片区内山水林田路村得到综合治
理，苗木、林果等经济林面积持续扩大，森林覆盖率大幅提
高，生态优势明显，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区域化推动乡村振
兴取得良好进展。田园综合体作为园区片区治理开发的一种
有效形式，突破了过去工作“抓点”“抓局部”的局限性，
实现了“穿点成线、以点带面”，已成为省内部分地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

美丽乡村拉动型

莱阳濯村——— “脏乱差”穷村变美丽乡村

濯村是莱阳市第一行政大村，20多年前，濯村是个穷得出
名、脏得闻名的“烂摊子”。当年，村民见养鸡赚钱，就一哄
而上家家养鸡，鸡粪随便堆放，晴天苍蝇飞，雨天脏水流，环
境十分恶劣。近年来，该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外请专家
制定建设规划，治理脏乱差，整治人居环境，发掘自身自然风
光、特色文化等优势，举办“中国最美乡村濯村”樱花文化旅
游节，动员全村群众搞农家乐、卖土特产、上游乐设施、组织
文艺表演，发展美丽经济。现在，美丽乡村已成为濯村人引以
为傲的亮丽名片，每年“樱花节”期间会吸引大量全国的游客
前来游玩。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濯村不仅改善了村庄环境，更
拓宽了村庄发展路子，取得了良好成效。

人才返乡创业型

茌平耿店村——— 发展“两业”催生“棚二代”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对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吸引年轻人
回来发展大棚蔬菜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现在的耿店村成
了‘鲁西小寿光’，年轻人纷纷回村种菜，成了‘棚二
代’，这个典型很有说服力。”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
凰。为吸引人才回乡，耿店村大力发展“两业”，取得明显
成效。发展产业，找到发挥自身优势的蔬菜大棚产业，建起
蔬菜批发市场、育苗基地等完整产业链，让外出打工人才看
到村里好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机会，愿意返乡下乡创业。发展
家业，农民全部搬进了新楼，村里通了暖气、有线电视、网

线，还建有文化大院、敬老院、健身广场、卫生室等场所，
使年轻人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享受到城市一样的品质生
活，从心底愿意留在乡村。

基层党建引领型

章丘三涧溪——— 从落后村到样板村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三涧溪村考察，对该村“以
党建为统领统筹推进工作”的做法给予肯定。三涧溪村原本
是一个挂了号的“问题村”，6年换了6任村党支部书记，上
访的、闹事的、邻里争吵的天天不断，干部队伍涣散，村级
事务无序，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作“神仙也治不了的三涧
溪”。三涧溪的转变，是从扩大选人视野，选能人高淑贞回
村任村党支部书记开始的。高淑贞上任后，建强党支部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解决突出问题打开工作局面，带领村庄发展
产业，创新机制让村民自己管事说事，解决了“端起碗吃
肉、放下筷子骂娘”城边村乡村普遍遇到的治理难题，以组
织振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康庄大道。

“三区”共建全域推进型

诸城———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的“诸城模式”

诸城市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源地，是我省农业农村改
革的先行先试地区。近年来，诸城市创新提升“诸城模式”
新内涵，提出了生活社区、生产园区、生态景区“三区”共
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新型农村社区打造成为为农服务聚合
平台、城乡要素集合平台、各类主体创业平台和现代生态宜
居平台，老百姓过上了“进门双气足、出门人气旺、办事不
出村、就业不离乡”的乡村新生活，推动形成了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产城融合、共融共生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切切实实发发挥挥乡乡村村振振兴兴典典型型引引领领作作用用
我省推出首批七种乡村振兴可复制可推广典型经验做法

一年多来，全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扛起农
业大省责任，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着
力推动“五个振兴”落实落地，探索形成了一
些有特色的乡村振兴经验做法。

为切实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省委农
办、省农业农村厅先期总结了7种做法，分别
是：土地政策撬动、龙头企业助推、园区片区
综合治理整体开发、美丽乡村拉动、人才返乡
下乡创新创业带动、基层党建引领、“三区”
共建全域推进等。这7种做法既有过去我省创
造的农村改革发展经验的再创新再提升，又有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的新典型新经验，具有复
制推广价值。

一、利用土地政策撬动乡村振兴的做法
主要是指利用城乡建设土地增减挂钩政

策，充分挖掘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复垦整理
的耕地和其他农用地的潜能，并将土地增值收
益用于支持乡村振兴，既解决了“钱从哪里
来”的问题，又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促进了
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为产业振兴和农民
增收创造了条件。如菏泽的曹县、单县，德州
的平原、陵城，聊城的阳谷、茌平，滨州的阳
信、邹平等，在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积
累了典型经验。

利用土地政策的做法，适合在土地较多、
村庄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平原地
区、沿黄滩区推广，可结合扶贫异地搬迁政策
统筹推进。

二、龙头企业回乡投资、助推乡村振兴的
做法

我省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龙头企业数
量多、实力强，在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很多，也
比较成熟，具有先发优势，如新希望六合集团
在全省7个市打造的聚落式种养基地和特色小
镇、泰安泰茶公司的“良心谷”、聊城凤祥集
团建设的“春晓田园”、诸城得利斯集团建设
的特色小镇等。这些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
一头连着农民，推动农业产业化经验丰富、带
动能力强，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这种做法在我省有基础，也比较普遍，但
在推广过程中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工作
指导，确保在规范用地、保护小农利益、避免
非农化非粮化等方面不出问题；二是加大政策
支持，在资金补助、保险担保、优惠金融支持
上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和保护龙头企
业的主动性和社会贡献。

三、园区片区综合治理、整体开发加快乡
村振兴的做法

主要是以行政区划、流域、片区等为单
元，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统筹布局
区域内农民生活社区和主导产业，解决制约生

态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改善生
态、生活和生产条件，实现区域内生态面貌、
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同步改善。日照的
“林水会战”、临沂的田园综合体、潍坊的30
平方公里片区治理、青岛的连片建设美丽乡村
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探索。

这种做法是较大区域范围乡村建设的积极
探索，是统筹解决好区域内生产、生态、生活
的有效途径，随着国家园区片区支持力度的加
大，地方和社会资本推动的积极性还会提高，
但要注意规避同质化、形象化问题，也要重视
用地红线和农民利益保护的问题。

四、建设美丽乡村、拉动乡村振兴的做法
省委、省政府积极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每

年拿出5亿元重点打造10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了大批典型，如烟台莱
阳的濯村、淄博博山的中郝峪村、济南长清的
马套村、临沂兰陵的油压沟等。主要做法是，
从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入手，突出人居环境整
治和脏乱差治理，同步发掘自然风光、生态宜
居、历史底蕴、特色文化等优势，把美丽乡村
建设与发展文旅产业结合起来，把改善乡村生
态环境与乡风文明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生态
振兴、文化振兴的乡村振兴新路。

五、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带动乡村振
兴的做法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随着乡村创业机会的增多、基础条件的改善，
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如聊城茌平的耿店
村、威海荣成的东褚岛村、滨州沾化的堤圈
村、青岛平度的沙北头村等，都是这方面的典
型。这种做法是通过产业发展、服务完善、环
境打造、政策支持等多种措施，吸引人才返乡
下乡、创新创业，进而带动乡村产业升级、管
理升级和效益增加，形成乡村产业强、人气
旺、乡村再建的新局面。乡村振兴，人才是关
键。在鼓励引导人才返乡下乡创业方面，不仅
要关注他们收入的提高，更要注重内在生活质
量的改善，把不断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教育
医疗等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

六、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做法
乡村振兴，组织建设是保证，加强党支

部和带头人建设是首要条件。实践充分证
明，哪个村有一个过硬支部和好的带头人，
哪个村就产业兴、群众富、人心齐。在我省
还有一大批像代村、三涧溪村这样的先进
村，如东营的东庞社区、淄博淄川的赵瓦
村、临沂平邑的九间棚村、烟台栖霞的东院
头村、潍坊昌乐的庵上湖村、菏泽单县的刘
土城村、泰安肥城的前兴隆村等。特别是一
些领头人能力较强、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
出现了强村带弱村、流转邻村土地统一发展
规模经营、建设联合支部的做法，对乡村振
兴有很强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七、诸城市“三区”共建全域推进乡村振
兴的做法

诸城市发挥农业产业化起步早的优势，在
不断深化产业化经营的同时，探索农村社区改
革、农业园区建设的路子，在推进乡村振兴的
背景下，又提出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
区“三区”共建，全域推进乡村振兴、创新提
升“诸城模式”新内涵的思路。为此，诸城市
制定了《推进“三区”共建共享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区
“三区”共建共享的路径任务和落实责任，配
套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农村社区聚
合区建设、土地综合整治、占补平衡、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等相结合，全力打造新型社会生
活共同体。这是一个县级市全域推进的典型做
法，对其他地方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
动，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对
我省7种做法的总结还是初步的，其中不少措
施和成效还需要长时间的检验。下一步，我省
将加大对典型做法的总结挖掘，成熟一批、推
出一批、宣传一批、复制推广一批，坚持典型
引路、以点带面、从容建设、久久为功，发挥
农业大省优势，扛起农业大省责任，扎实推动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不断深化，打造好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

七种乡村振兴经验做法的典型样本

①乡村振兴“诸城模式”国家级农林科技孵化器俯瞰图
②7月9日，在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梨园里，大学生创
业青年曹有忠在检查田园综合管理机
③莱阳濯村打造以游兴业的“樱花小镇”，游客纷纷前来欣
赏樱花隧道
④三涧溪以党建为统领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康庄大道
⑤兰陵压油沟特色民宿，将美丽乡村建设与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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