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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5月27日，由中共山东省委宣
传部、共青团山东省委、大众报业
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青
年联合会、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共同
主办的2019年“齐鲁最美青年”发
布仪式在济南举行。

1 0名“齐鲁最美青年”分别
是：潍坊华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春林，菏泽市东明县陆圈镇
姚寨村原第一书记刘源，沂蒙儒将
红色教育培训中心党支部书记苏晓
涛，泰安新泰市翟镇后羊村村民李
玲，德州博旺五金工具制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续川，中国重汽集团济

南动力有限公司动力部高级技师张
仁普，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综合技术部主任赵小娟，波兰
卡托维兹音乐学院学生贾凡，临
沂市第十九中学高二 2 4班班长徐
书晗，“青岛梦想号”船长徐京
坤。

“齐鲁最美人物”发布厅是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一档典
型宣传栏目，以“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通过
发布来自不同行业的先进典型人
物及其感人事迹，引导全省干部
群众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2019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

农村大众报巨野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姜明）初夏时节，走在栾
官屯村的进村路上，一行行郁郁葱
葱的法桐映入眼帘。在村中的房前
屋后，一片片小绿地上月季花开得
火红。不到两年时间，栾官屯村从一
个“空心村”变成了“森林村”。

地处鲁西南平原的巨野县田庄
镇栾官屯村，全村2800口人，5000

多亩耕地，人均不到2亩地。由于
人多地少，村庄绿化率很低。从
2017年下半年始，在驻村第一书记
秦立波的支持下，栾官屯村开始整
治村庄环境。

多年来，由于种地收入低，

很多村民外出务工或经商，一些
人甚至在外安家，很多房屋闲置
多 年 ， 村 庄 慢 慢 成 了 “ 空 心
村”。“全村860多户，闲置危旧
房就有150多座，大部分已经出现
倒塌，既存在安全隐患，又影响
村容村貌。”栾官屯村党支部书
记王仰利说。

经过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
大会多次讨论，村里出台了治理闲
置危旧房的新办法，具体来说，就
是村集体负责统一拆除旧宅，同时
引进苗木公司栽植树苗。苗木收益
由村集体、农户和苗木公司按照
2：4：4比例进行分成。

“老房子闲了快20年，一分钱
没换来。今年村里跟咱签了合同，
宅基地还是我的，等两三年后，苗
木长大了就可以换钱了。”村民邹
恩敬说。为了让村民吃下“定心
丸”，拆除闲置危旧房前，村集体
跟村民签了合同，明确治理后的宅
基地仍归原村民所有。到今年4月
底，已经有100户村民跟村里签了拆
除危旧房的合同，66处完成拆除并
已栽种上苗木。

在治理闲置危旧房的同时，村
里 还 收 回 大 量 被 乱 占 的 “ 村 头
荒”，并进行绿化。不到两年时
间，栾官屯村种下了7万多棵树。

如今的栾官屯村，村里村外绿树成
荫，多树种、多层次的村庄绿化格
局初步形成，村庄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45%。去年11月，被山东省自
然资源厅命名为“山东省森林村
居”。“村庄变化太快，都不敢认
了。”很多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
回村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村庄增绿的同时，果树、苗
木等也正在成长为栾官屯村的特色
产业。2015年，村里第一个种地大
户，流转了300亩地，开始发展绿化
苗木，沿袭多年的小麦—玉米种植
模式开始改变。

去年秋天，村里完成了2000亩

地的流转。土地流转后，由专业公
司或合作社在土地上发展果树、苗
木和蔬菜，并形成了果树间作苗
木、果树间作蔬菜、林下养鸡等多
种特色农业种养模式。目前，村里
的果树和苗木种植面积达到1300多
亩。

今年麦收后，村里还将有1000

亩地完成流转，改种丹参、白芍等
中药材。王仰利说：“连片的中药
材，能让村里三季有花可看。借助
越来越美的村庄环境，下一步村里
将重点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到时
候 ， 村 民 增 收 又 会 多 ‘ 一 条
腿’。”

两年栽树7万棵，“空心村”变身“森林村”
去年被命名为“山东省森林村居”，林果成村里主导产业

进入5月，海阳市方圆街道北
城阳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军特别忙
碌。合作社种植的菜花马上就要收
了，质量检测、找人采摘、从棚里运
出来，桩桩都是“硬活儿”。任村支书
多年，他深切体会到，从土里刨食挣
钱，比做生意赚钱难多了。而在村民

眼中，12年前刚回村时，他是个讲义
气、会赚钱的成功商人；现在，他是
会做人、干实事的当家人，是村里老
少爷们的主心骨。

北城阳村2200多口人，有4600

亩地。人多难管，2007年之前，村
里三天两头换村干部，村风和经济

被周围村落下一大截，在外经商的
王洪军坐不住了。2007年，他停下
自己的企业，回村参选村干部，被
村民选为村主任。

上任伊始，王洪军决定从整治
村容村貌入手。为调动村干部积极
性，王洪军自掏腰包付清了村“两
委”成员多年被欠发的工资，还拿
出5万元整修道路、架设路灯。这
一把火，让村里各项工作都顺利开
展起来。2009年，北城阳村在年终
评比中，由街道的倒数第二名上升
到正数第三名。2010年，王洪军全

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村容村貌改善了，村风也在改

变。王洪军把“四德”榜评选落在
实处，从2012年开始，他每年都通
过消夏晚会、春节等机会，对上榜
人员进行隆重表彰。对村里不赡养
父母的村民，不仅进行说服教育，
还动真格进行干涉。有一年，他听
说村里有哥仨互相攀比，不尽赡养
义务。落实情况后，他就和其他村
干部一起，开着三轮车直接去了这
哥仨家，替老人要粮食。哥仨自知
理亏，此后年年主动把粮食和钱给

父母送去。之所以敢这么做，王洪
军有自己的底气。他回村后，自掏腰
包，每年春节、中秋节都给村里65岁
以上的老人发福利。村里400多位老
人，每年人均发700元，这一做法他已
经坚持了12年。

自 己 的 钱 花 起 来 “ 大 手 大
脚”，对集体的钱，王洪军非常珍
惜。村里流转土地发展项目，需要
投资的，他都自己出钱，先行先
试，从种植菜花、西蓝花等普通蔬
菜，到引种猕猴桃、火龙果发展采
摘，他觉得技术过关了、销路也打
通了，才动员村民一起加入。

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的北
城阳村，道路硬化了，村庄美化了，
村民们喝上了纯净水，住上了二层
小楼，还发展起了水果、蔬菜、代加
工、休闲旅游等四大产业。2018年，村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 . 5万元。

能人返乡，成为村民信任的“当家人”
自己出资先行先试，带领村庄发展起四大产业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通讯员 蒋雅静

进入5月中旬，由于气温高，
降雨少，鹿庆辉一直忙着安排人给
新栽的树苗浇水。今年整个春天，
他用新买的两台挖掘机，在村子南
面的300多亩丘陵地上平整土地、挖
坑栽树，已经种上了近200亩黑松、
皂角等树苗。

今年41岁的鹿庆辉是宁阳县磁
窑镇南王家庄村人。他从18岁到泰
安打工，经过多年打拼，2012年成

立了自己的装饰工程公司，主要做
外墙保温业务。近几年，公司不断
发展壮大，业务扩展到省内多个城
市。然而在2017年，鹿庆辉做出了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决定，回到老
家南王家庄村，搞农业。

“我们村属于丘陵地，土层薄，
种粮食和蔬菜产量都不行。我想借
助村里的沟沟坡坡，多种点树，搞休
闲观光农业。”鹿庆辉说，“再就是回

到老家，照顾家人也方便。”
回村后，鹿庆辉把村南面地力

最差的300亩丘陵地流转过来，并注
册成立了宁阳农禾农业休闲观光有
限公司，开始创业之路。

通过外出考察和邀请专家实地
指导，鹿庆辉决定打造“田园综合
体”。去年年底，他完成了整体规划，
未来三四年，将建设农事体验中心、
花卉苗圃栽培园、特色农业栽培基

地、农产品加工生产展销中心等。
为了灌溉，去年夏季，鹿庆辉

深挖了从村旁流过的小河沟，并筑
起堤坝，这样一来，经过雨季蓄
积，形成了150多亩的水面；同时修
建了小桥、凉亭等景观，今年垂钓
等游乐项目将上马。

经过植树和打造塘坝景观，村
民们说，南王家庄村变了模样，水
上有了桥，树多了，花多了，像个

大公园。
早在2016年，南王家庄村发展了

40多亩的猕猴桃。去年，猕猴桃开始
挂果，今年进入丰产期。鹿庆辉和村
里协商后，把猕猴桃基地一起纳入
田园综合体项目规划中。“整合现
有的资源，能明显加快田园综合体
的发展速度。下半年，游客来了，
就能直接采摘猕猴桃。”

今年4月底，由共青团山东省委
等单位联合选树的100名山东省乡村

“好青年”名单公布，鹿庆辉入选其
中。驻南王家庄村第一书记纪洪革
认为，像鹿庆辉这样的能人返乡，既
能带来资金，又能带来新思路，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加速了高
效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

老板返乡，丘陵地上打造“田园梦”
既带来资金又带来新思路，加速了当地休闲农业建设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李辉 耿丽梅

农村大众报宁津讯 （记者张
天银 孙成民 通讯员张兆坤 徐
春月）宁津县抓住了“家”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程中的作用，做活千
家万户的家风家训文章，健康文明
家风成方连片，推动了全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建设。

走在长官镇刘宅村大街小巷，
相遇的每个村民都会微笑点头致

意。刘宅村党支部书记张刚说，他
们村建起了全县第一个红色家风家
规家训馆，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之
处着手，推动全村良好家风的形
成。开展百姓儒学、家风家训展
示、书画展览、非遗巡展等活动，
评选身边模范，恢复传统民俗。从
“老人不住正房，子女脸上无光”
的朴素意识到“家和万事兴”再到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种由点
到面、推己及人的家风，共同组成
了刘宅村新时代的文明村风。

宁津县从家风家训“入手”，
采用通俗化落地的办法，在全县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此，该
县建立起3200多人的人才库，满足
群众特色化、多样化学习需求。该
县打破“你说我听”的学习方式，

让好家风故事主人公走上台来，说
自家夫妻和睦、勤俭致富的那些事
儿。这种方式让上台的人脸上有
光，让听讲的人有了身边可学习的
榜样。张大庄镇双碓村更是组织起
了文艺演出队伍，筛选身边优秀家
风故事，编排成小品、曲艺、微电
影等。

“宁津县以家风家训这个小口
切入，精准链接新时代文明实践，
运用生活化的场景、日常化的活
动、具象化的载体，培育良好家
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以文化
小康助推全面小康。”宁津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范淑香说。

户户好家风便是好民风
宁津，家风家训链接新时代文明实践

小满十八天,

不熟自干。

小满十八天,

青麦也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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