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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赵磊 赵峰 苏娜

今年，枣庄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乡村振
兴示范镇、特色镇“双十镇”战略，通过镇域
崛起壮大，加快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峄城区阴
平镇被评定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5月14
日，镇党委书记马登峰对记者说，我们既感到
光荣又感到“压力山大”，同时信心满满，通
过实施“165”工作思路，确保示范镇建设走
在全市前列。

何谓“165”？马登峰解释，明确一个目
标定位，到2023年，将阴平建成鲁南工业重
镇、历史文化名镇和乡村振兴示范镇；完成示
范镇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建设指标、村集体
经济收入及美丽宜居乡村覆盖率等六项考核指
标；创新走好工业强镇、农业富镇、宜居美
镇、文旅旺镇、党建兴镇这五条路径。

项目为王

建设“工业强镇”

今年前4个月，阴平镇实现税收3000万元，
其中4月份1300万元，从该月开始，增幅加大，
预计5月份能过2000万元，今年税收增长20%、
过亿元的目标有望实现。

这是阴平镇矢志不移招商引资抓项目结出
的硕果。记者在新近投产的山东微粮公司、山
东顿嵩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车间里一派
繁忙景象。

通过“阴平速度”，一个又一个项目落户。一
期投资3亿元的博瑞制药项目，去年11月30日开
工，现正在安装调试设备，预计今年7月份投产，
该项目未来总投入将达到20亿元。

阴平镇以博瑞制药为链主，招引上下游项
目，打造高端医药集群。

通过建链、补链、强链，阴平镇加快推进
新型建材、电子信息、康养食品、服装饰品、
文创旅游等六大产业集群。据了解，以巨成实
业、环青建材为龙头的新型建材产业集群，以
超福钻石、爱德士鞋业为龙头的服装饰品产业
集群将很快形成10亿元的规模。

项目为王，阴平镇12名镇领导干部人人肩
上有担子，分成6个组，每个组每个月要提供
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每年每个组至少要上一个
项目。马登峰匆匆结束采访后，又赶去进行一
个3D打印机项目的洽谈。

农业为本

建设“农业富镇”

5月16日，走进阴平镇东金庄村，村子东
面白茫茫的一片，一排排白色的高标准温室大
棚排列整齐，西红柿大棚内十几名工人正在忙
着采摘、装箱和包装。

“咱们阴平镇被评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

我们干劲更足了！”东金庄村合作社联合社社员
高兴地说。

阴平镇通过发挥东金庄村高科技智慧农业
园的示范引领作用，发展好三类农业，建设农
业富镇。

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引领作用，发展规
模农业。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运作模
式，推进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服务，培育农业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循环农业。开展公共资源共享行动，
抓好星瑞生态养殖项目和东金庄村绿色循环农
业项目建设。加强项目与合作社之间的联系对
接，推广使用有机肥；优选有机蔬菜种植品
种，提升产品品质，增加收益；规范合作社经
营管理模式，推进循环农业示范园区向标准
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形成多点连线、一
带成片的规模特色种植区。

发展特色农业。枣庄有枣，枣在阴平。阴
平长红枣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
阴平对万亩生态枣园进行品种改良、提档升
级，建设大枣“无疯病”研究基地，提升大枣
品质、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

城建为要

建设“宜居美镇”

走进阴平镇境内，可见整洁宽广的道路，
路两旁竖立着写满文明标语的道旗。

阴平镇推进“枣园风情·魅力阴平”建

设，实施镇域环境整治硬化、绿化、净化、彩
化、亮化、序化“六化”工程，完善道路及配
套设施建设，硬化平交路口，打造镇域精品示
范片区，推进特色街区建设，加强城镇精细化
管理。

积极创建省级园林城镇，实施山体绿化工
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增绿行动；实施阴平沙
河综合治理，打造沙河湿地文化公园。

实行垃圾分类，全域打造美丽宜居乡村。深
化全域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积分制。围绕东金庄村循环农业、万亩生态
枣园、星瑞生态养殖3个美丽宜居乡村示范片
区，确保剩下的14个村跻身美丽宜居乡村。

文化为魂

建设“文旅旺镇”

“五一”假期，阴平镇鲁笔博物馆体验厅
游人如织。阴平镇以文化为灵魂，文化与旅游
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和创新体验结
合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传承“非遗”文化。积极传承石泉粉皮、
鲁笔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鲁笔传
习所、鲁笔美术馆、数字化展销体验厅、研学
游鲁笔课堂等，建成集“产、学、研、展、
销、游”于一体的集律文化产业园；结合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持续扩大石泉粉皮生产规模，
筹建“石泉粉皮”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

培育“三红”文化。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做好红土埠原始文化遗址、峄县红枣、八

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文峰大队红色文化“三
红”文章。积极申报红土埠遗址文旅开发项
目，建设红土埠历史博物馆；对峄县古枣园提
档升级，打造峄县古枣园文化产业园；积极争
取筹建鲁南战役纪念馆项目，实施马刨泉山间
湿地治理工程，推进斜屋、石头楼村庄景区化
建设，打造杏花峪田园综合体。

发展节庆文化。发挥“枣园风情·醉美斜
屋”省级美丽村居品牌效应，举办“枣园文化
节”“农民丰收节”等节庆活动，争取“榴
娃”和“枣妮”的结合，为枣园聚人气、添活
力，辐射带动民宿、采摘、餐饮等产业发展，
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人才为基

建设“党建兴镇”

阴平镇村“两委”换届基本结束，马登峰
告诉记者，这次换届出现了“一升一降”的可
喜现象，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文化程度上
升，平均年龄下降了4岁，为实施新一轮集体
经济“三年强村计划”奠定了基础。

阴平镇结合“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产业
规划和全镇六大支柱产业，加强与山东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枣庄学院等高校院所的产学研
合作，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
展；加大柔性引才力度和高层次青年人才引进
力度，推动在外阴平籍人才回流，发挥阴平企
业家商会作用，重点吸引专业技术人员、技能
人才回乡创业就业。

工业强镇 农业富镇 宜居美镇 文旅旺镇 党建兴镇

解读乡村振兴示范的“阴平路径”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杨守明 丁梅 报道
本报枣庄讯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和重塑”。枣庄
市薛城区组织中小学生来到全市首个乡村博物
馆——— 中陈郝瓷窑博物馆，学习本土文化，感
受中国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博物馆内，中华陶瓷的造型之精美、工艺
之精湛，让学生们赞不绝口。特别是展出的10
余件近期发掘的古瓷，在中陈郝瓷窑博物馆馆

长于光彩的讲解下，让学生们更深刻地领略到
中华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看了这么多精美的瓷器，我很震撼。同
时，看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有这么悠久的文化历
史，感到无比荣耀。”来自洪村小学的李佳琪
参观后赞不绝口。

为了增加学生们对陶瓷的认知，博物馆还
创新方式，通过带领学生们参观古瓷制作工
艺，让古瓷文化“活起来”。“博物馆就是历
史的教科书，让学生们亲身感受身边的文化，

既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学习，更是一种爱国主义
教育。学生们通过近距离接触文物，更加深了
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纷纷表示要立志做中华文
化的传承者。”洪村小学教师孙洪涛说。

1987年，山东大学考古专家对中陈郝窑址
进行了试掘，发现了从北朝晚期，经隋唐、北宋
至金元时期瓷器烧制的遗迹。2006年，该窑址被
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把中陈郝
优秀的古瓷文化发扬光大，经当地党委、政府多
方协调，于2010年4月建设了中陈郝瓷窑博物馆。

博物馆展馆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设文物展
区1处，共有各类文物实物展品500余件。

于光彩介绍：“中陈郝的这个‘国字’招
牌就是国家对中陈郝古瓷窑及古瓷器的认可。
我们有义务让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人了解中陈
郝古瓷窑及古瓷制作的历史，更有责任创新方
式方法，让这段文化‘活起来’，真正让博物
馆成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阵
地，成为群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
堂。”

瓷窑博物馆让古瓷文化“活起来”

□通讯员 时培京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5月17日下午，枣庄市举行

“文旅促消费，一卡（票）游枣庄”新闻发布
会。会上，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整合策划推出
“走千年运河，读抗战故事”红色研学三日游、
“红色沃土—60年枣庄砥砺前行”二日游、忆往
昔峥嵘岁月枣庄二日游等15条红色旅游线路。

2019年，枣庄以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入选全
国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目前，枣庄市有红色A
级旅游景区10家，其中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名录2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家。上
述15条红色旅游线路，是枣庄市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和建市60周年，深入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而发布的。

在这15条红色旅游线路中，有3条为台儿庄
古城研学旅行产品。其中包括：“走千年运河，
读抗战故事”红色研学三日游；少年中国梦，励
志研学枣庄行；重走抗战路，接过英雄的枪+奇
妙的博物馆特色研学旅行。

枣庄推出

15条红色旅游线路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刁文鑫 报道
本报滕州讯 为进一步发挥高校和国企合作

优势，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5月12日，枣庄职
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在滕州揭牌。

据了解，该实践基地以滕州市“荆善优品”
实体店为依托，通过线上宣传、线下销售、直播
带货等多种形式对相关产品进行推广销售。在近
三年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枣庄职业学院教师
已辅导大（中专）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奖
励30余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6项，相关创业培
训仅去年一年就完成了1600万元的实际收入，形
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创业+培训”模式。

“荆善优品”地方产品体验店汇集了滕州美
食、文化、旅游、购物、娱乐等各方资源，凭借
滕州地方特产丰富、品种齐全、质量上乘和购买
便捷等特点，构建了集滕州旅游馈赠精品、推介
开发特色地方产品、诠释浓郁地域人文风情于一
体的一站式商贸文化服务平台。目前，他们在全
省范围内已布点“荆善优品古滕地方特色产品体
验店”27个。

让学生走出课堂，培养和锻炼他们的实践能
力；让企业借助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为企业创新发
展注入新活力。枣庄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的建立，解决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难题，满足了学校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需求，
也进一步促进了国企和高校之间的共赢发展。

滕州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地文创产品亮点多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伟 陈辉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枣庄市“山水林田大会战”启动

以来，薛城区邹坞镇实施“护山、治水、兴林、育田”
四大工程，推进“山水林田大会战”快启动、快落
实、见成效，夯实全镇生态发展基础。

以北部靠山村为重点，落实好“护山”工
程。该镇先后在东山口、西山口等北部靠山村栽
植绿化苗木4万余株，率先在全区完成了春季造
林任务。同时，在官庄、东山口、张岭3个村新
种植花椒200亩，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
赢。

依托全市“一河一路”规划建设，谋划好
“治水”工程。将蟠龙河邹坞段作为治理重点，
优化水环境，改善水生态，开展河堤路路域环境
整治和沿线村美丽宜居乡村创建，打造“河畅、
水美、岸绿”生态美景。

以甘陈路、邹刘路、青年路为主线，做好
“兴林”工程。抢抓今春雨量充沛的有利时机，
先后在主干道路栽植补植绿化苗木1万余株。在
西邹坞、西南、东防备、罗岭、墓山等村栽植红
叶石楠、法桐等绿化树木3000余棵，绿化覆盖率
得到了有效提升。

抓好“育田”工程。深入实施了2500亩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农田的规划设计
并通过了专家评审。同时，大力实施北安阳小二
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
80%，工程完工后预计可蓄水17万立方米，为农
田灌溉提供了保障。

邹坞“四大工程”

夯实生态发展基础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严新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德胜

庄村党支部践行为民办实事的宗旨，将党史学习
教育落到实处，积极修建以“仁和”为主题的文
化广场，受到群众的欢迎。

广场位于村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绘
制了以“仁、和、礼、智、信、孝”为主题的文
化壁画6幅，壁画线条明快、色彩鲜艳，极具视
觉冲击力。配备了篮球架、扭腰器等健身器材10
套，种植了龙爪槐、红叶石楠等观赏树种，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文化广场集体育、文化、休闲、
娱乐功能于一体，建成后，解决了该村文体活动
场所缺失的问题，满足了村民的文化健身需求。

德胜庄村村干部告诉记者，“仁为本、和为
贵”，在社会主义法治前提下，弘扬“仁和”文
化，可以让乡土的温度与激情得到延续，为新时
代的乡风文明注入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乡
村事业发展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德胜庄村着力打造“仁和”文化，坚持以法
治定纷止争、以德治弘扬正气，探索总结出了农
村治理的“仁和”理念，坚持弘扬“仁和共济、
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实现了乡村文明、德
治、善治的目标。

文化广场

建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通讯员 寇 光 孙文真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石榴是枣庄一张亮丽的名片，眼下，石榴
花开正盛。近年来，薛城区依托沙沟镇的独特
石榴资源和区位优势，一方面大力发展石榴深
加工，由卖石榴向石榴加工转变，努力将石榴
产业做大做精做强；另一方面，站在特色乡村
旅游目的地的高度，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内在
潜力，不断优化景区的旅游环境，努力发展乡村
旅游，走出了一条以果为媒促增收、延伸产业促
提升、培育业态促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以果为媒促增收

5月5日，记者来到沙沟镇张庄村村民张庆
的石榴园，看到他正在给石榴树喷杀菌药。
“我种石榴十几年了，以前从来不敢想象自己
能靠种石榴发家致富，而如今曾经不敢想的变
成了真的，这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从“不敢想”到“变成真”，这种改变让张庆
感慨不已。

张庆告诉记者，以前种的石榴不仅卖价
低，而且销路单一不好卖。自从当地大力扶持
石榴产业、对外推介石榴产品、打造张庄石榴

品牌后，家里的石榴不仅价格翻了番，而且供
不应求，去年“国际石榴直播季”一天卖出的
石榴，光是发货就发了一个星期。

石榴卖得好，经济收入也高了，生活条件
也自然越来越好。“很多村民都买了小汽车，
住上了小洋楼，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
返乡。不用出村收入还高，既稳定又方便，比
在外打工强。”张庆说。

石榴是当地的优势资源，围绕这个资源，
薛城区积极做好发展文章。成立石榴专业合作
社、建设车轱辘电商平台，对石榴进行统一管
护、统购统销，扩规模、提质量、创品牌，建
成繁育苗圃20亩、反季节保鲜库2座，发展采
摘园11家，提高了张庄石榴的经济效益。目前
入社群众338户，石榴种植面积5000亩，社员人
均年增收3000余元。

延伸产业促提升

石榴，千房同蒂，千子如一，自古便是多
子多福、富贵吉祥的象征。

在山东三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一个个排列有序的空瓶在生产线上等待被
灌装封口。“这是去年11月我们公司自主研发
的品牌产品——— ‘多子多福’石榴汁，主打婚

庆喜宴、高端餐饮等市场，通过线上线下销往
全国各地，目前产销两旺。”山东三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虎表示。“多子多福”石
榴汁采用沙沟镇石榴制作而成，寓意吉祥，同
时又充分迎合了当下绿色健康的饮食风尚，一
经推出，便广受市场欢迎。

为拉长石榴产业链条，薛城区选育优良品
种，把石榴作为原料，制作成浓缩石榴果汁、
石榴酒等多个系列的特色精深加工产品，努力
将石榴产业做大做精做强。扶持山东三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与王老吉集团进行战略合作，建
设年产4万吨的石榴系列产品生产线和王老吉
石榴汁全国运营中心，打造全国最大的石榴深
加工基地。

“为进一步发展石榴产业市场、扩大企业规
模，去年公司投入1 . 2亿元新建了以石榴为主原
料之一的奶酪棒生产线。”许虎告诉记者，公司6
月份预计投入600万元—800万元成立自主研发
中心，未来几年内将打造以石榴汁为主的高端
产品，力争将薛城的石榴汁推向全国。

培育业态促融合

进入5月，火红的石榴花如约而至。走进
张庄村，三五邻舍、路边、围墙边以及屋角都

有它的身影，榴花烂漫，生机盎然，颇为赏心
悦目。“五一”期间，游客结伴而行，争相在
村里的景点拍照“打卡”，赏花留念。

位于薛城境内的留园山庄是当地少有的江
南园林式建筑群，漫步其中，能够感受到这里
独有的宁静与自然。园内亭台楼阁、轩榭长廊
均依水而建，淡泊素雅。

这些都是薛城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缩影。为实现村庄独特文化、环境与旅游功能
的深度融合，薛城大力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做好村旁、路旁和庭院绿化美化，利用砖
瓦、卵石等乡土材料建设街头小品，打造景区
化村庄；盘活村内废旧老屋，打造特色民宿
群。引进石榴根雕、石榴盆景、石榴工艺品等
业态，定期举办“五月榴花红”观光摄影季、
“中秋石榴笑”农民丰收节活动，打造“吃农
家菜、住农家院、喝山泉水、赏石榴美景”的
乡村旅游品牌。投资12 . 5亿元建设留园山庄文
旅综合体，投资6000万元建设榴花山庄等文旅
项目，留园山庄汲取了苏州园林精华，正按照
AAAA景区标准，倾情打造独具魅力的“苏式
古典园林、江北运河水乡”。该项目已被评为
山东省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就业
700余人，年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将成为鲁
南苏北区域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拉长石榴产业链条，农文旅融合越来越深———

从“不敢想”到“变成真”

□张环泽
张孝平 报道

5月10日，枣庄市市
中区幸福小区内蔷薇花
盛开，孩子们在改造后
整洁美丽的健身休闲场
地上打球玩耍。为提升
城市面貌，完善基础设
施，改善群众居住环
境，自2019年以来，枣
庄市对267个老旧小区进
行改造，总面积达731万
平方米，7 . 47万户居民
享受到了城市发展的红
利。

老旧小区

变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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