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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是许多
城市人内心最柔软的乡愁。如何满
足新居民寻觅乡愁的美好期待，同
时又实现原居民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一直是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依托域内山清水秀、环境优美
的自然禀赋，街道攻坚克难、对症下
药，分别以龙泉河、莲茵河为生态中
轴，将柳林、台子、张家庄等10余个美
丽乡村连点成线，以线带面，创新党
建思路，凝聚发展合力，全力下活乡
村振兴这盘“棋”。

难题一：农村人居环境差，乡村
游线路单一、内容单调

破解：以线展开带全面，美丽乡
村风景成片

“村庄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出门
都不方便。”“村里环境脏乱差，没法
跟城里比！”这些一直是限制农村发
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乡村游难以红
火的症结所在。

破除顽疾，关键在对症下药、精
准施策。

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在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规
避美丽乡村建设点出彩、线脱节、面
单调的问题，龙泉街道在美丽乡村
打造之初，按照一村一品牌、一村一
特色的整体规划，串点成线，在西部
以龙泉河为生态中轴，建设“柳”

“泉”文化的柳林村，景观别致的
汪汪泊村和主打休闲采摘的俞家屯
村风景线。东部以莲茵河为中轴，
串联文化底蕴深厚的台子和水韵悠
然的张家庄等美丽乡村，打造独具
乡土特色的旅游线路。沿线游览，
水乡古韵、绿水青山的乡村风景画
跃入眼帘。

“龙泉街道设计的旅游线路很
用心，景色多样、交通方便、贴地气，
真心不错！”来自青岛市南区的陈安
刚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就被浓厚的
乡村气息所吸引，决定留下来慢慢

“品味”。
“单纯柳林——— 汪汪泊——— 俞家

屯村这条线路，每年可吸引游客5万
余人，街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大大
提升。”街道镇村建设中心负责人侯
宾介绍，另一条线路是以莲茵河为轴
线串联的台子、张家庄等10个村庄的
旅游线路，目前也正在不断完善，预
计完成后，可接纳游客近50万人。

为提高游客在龙泉的旅游体
验，龙泉街道还投资4000余万元，高
标准提升龙泉路、大田路、莲花山路
等主要道路，实现旅游线路效益最
大化，同时以与华侨城开展战略合
作为契机，吸引培育一批民宿企业、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耕体验的农
旅文旅项目，把优美的山水资源转
化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真正
实现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

有盼头。
难题二：村庄、农庄单打独斗，

品质服务参差不齐
破解：成立农旅产业联合党支

部，整合优质资源，形成发展合力
“马上迎来油桃采摘季，今年游

客数量预计在5万人左右，大家有要
推出的旅游产品可以登记一下，有
什么好建议也说说。”日前，农旅产
业联合党支部会议召开，与会人员
就采摘季如何更好举办纷纷提出各
自看法。

为改变以往农庄、村庄单打独
斗，自成一家的局面，解决村庄产业
发展难、集体增收难、村民致富难的
问题，龙泉街道创新党建思路，成立
了农旅产业联合党支部，将农旅产
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属地村庄
党支部和街道服务保障部门整合起
来，并邀请专家能人、技能人才、优
秀企业家等，通过座谈、设立专家站
等方式，推动农业发展上规模、提品
质、强服务。

“自从入了党支部，学了不少新
经验，今年准备再完善一下园区规
划，争取也创个景区！”汪河水北村
昱和庄园负责人王昱龙说。

联合党支部的成立也加快推动
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落地落实。
汪河水南村就是其中的获益者。据
该村村委会主任修士赞介绍，通过
农村土地高效流转，占地500余亩的

莲花山庄顺利落户，2018年被评为国
家级3A景区，成为村庄集体增收致
富的一大法宝。

美丽乡村，要让人们记得住乡
愁、看得见希望，更要握得住幸福。
村民修士民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土
地流转前，平均每人有0 . 8亩地，种花
生、玉米、小麦，收成好每年最多亩
收入2000元，实施土地流转后，1亩地
一年收入1000多元，像我们这些劳动
力还可以到周边打工，每月能挣3000

多元，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了。”
难题三：部分游园产品单一、游

客稀少、收入微薄
破解：三产融合传帮带，打造产

学研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助民增收
日前，在瑞草生态园，20余名工

人正在茶田里忙着采茶。同为国家
级3A景区，该园区在成功举办宠物
狗马拉松比赛后，又投入到紧张忙
碌的茶叶销售备货期。

然而在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
景象。

生态园建立之初，园区主营茶
叶种植和销售，产品单一，导致园区
游客稀少，收入微薄。随着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倡导的提出，街道
积极引导帮助园区搭上第一趟“高
速列车”，构建“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与正大集
团等龙头企业联合打造“三品一
标”农产品基地，带动周边20余个村

庄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及中药草种
植、农产品营销、终端餐饮产业。目
前产业园已累计投资近50亿元。

如今，瑞草园“化茧成蝶”，
成为集科普、旅游、文化体验等为
一体的产学研游新型园区。“最近
园区用工达50人，但还不够，正准
备从村庄再雇一些人过来。”瑞草
园负责人吴连英说，随着园区规模
和服务内容不断扩大，企业与周边
5个村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通
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业项目推
广、电商互动等方式，有效带动了
周边村庄和村民增收。

此外，街道还与华侨城集团开
展合作，依托莲花山、莲茵河等优质
生态自然资源，规划建设“莲花山·
莲花湾”乡村振兴示范区，沿河布局
莲花湾农场、莲花山生态公园，整合
莲花山、莲茵河等景观和域内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美丽乡村群落，打造
山水廊道、田园骑行线、田园音乐厅
和乡村博物馆之路等，将文化、艺
术、音乐、运动、康养休闲融入山水
田园，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乡
村振兴的样板和示范。

据悉，在莲花山庄和瑞草园等
园区带动下，街道目前拥有大小生
态园105个，占地5516亩，其中国家级
3A景区两个，省农业旅游示范点两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8个。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孙静秋 李倩

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党建思路，将美丽乡村串点成线，以线带面，力促线上有风景，面上有前景

龙泉街道：下活乡村振兴这盘“棋”

夏季是梨树生长的关键期，农
谚讲，旱枣涝梨。今年，平度市的
降水量较往年有所偏少，当地梨农
正忙着引水灌溉、施肥追肥，为秋
季丰收打基础。可与当地梨农们下
地干活时的“着急忙慌”不同，该
市李园街道汇勤农业的梨园里因为
用上了多项高科技，一派从容淡
定。

高科技一：
智能施肥系统

“我们的果园面积目前在1800

亩左右，梨树种植面积为750亩，约
10万棵。”汇勤农业总经理聂易田
告诉笔者，这么大的果园，如果采
用传统灌溉和施肥方式，一遍下来
大概需要3至5个劳动力整整一周的
时间。眼下正是灌溉施肥最忙的时
候，可果园内加上这位总经理，也
只有5名管理人员。原来，该果园
采用了国内最为先进的智能施肥系
统，水肥在中控车间按比例调好

后，由智能施肥机加压，沿着滴管
线路输送到每棵果树，实现精准灌
溉、精细施肥。“用肥量、灌溉时
间都有程序设定，其他工作全自动
完成，只要2个人就能干了。”聂
易田表示，智能施肥系统对灌溉、
施肥的精确把握，有利于梨树种植
的标准化。

高科技二：
连体栽培技术

说起标准化，就不得不提该果
园内在梨树上采用的“连体栽培技
术”。

在果园的技术示范区内，该公
司的技术总监赵学礼对该技术进行
了演示。一垄一年生的梨苗，只有
一根主枝干，第一棵梨苗枝头向南
侧弯曲嫁接到第二棵梨苗的主干
上，第二棵的枝头嫁接到第三棵的
主干上，以此类推。一垄梨苗，就
像排着队的小朋友，手臂前后相
搭，在玩搭火车的游戏。

“看似很简单，但对嫁接技术
和嫁接后管理的要求都非常高。”
赵学礼表示，梨树单枝连体型栽培
技术目前还处于探索推广阶段，但
通过到日本的考察学习来看，嫁接
后的果树之间的营养互通，见果
期、丰果期可提前一年实现，在光
照、水、透风、营养供给等方面更
为稳定，果实品质更为稳定。

此外，如果一排果树中一旦出
现病株，传统种植模式下，该病株
需要替换补栽，必然会造成减产。
而采用连体嫁接的病株主干截除
后，由树体保证营养供给，基本不
会影响果枝产果。“果树嫁接完成
后，两垄之间再架起拱棚固定坐果
枝，这样便于以后除草、修剪、喷
药，乃至收果等多种田间植保机械
的综合运用。”赵学礼补充道。

高科技三：
智慧农业检测系统

如此少的人员又是如何管理好

偌大的果园的？“多亏了与青农大
的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聂易田
来到整个果园的管理“中枢”，一
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巨大的显
示器。“配合果园内的高清高分辨
率监视器，可以观测到每棵果树的
生长情况。”聂易田介绍，该果园
去年启用了由青农大园艺学院设计
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可对梨树全
生长周期进行监测，配合已经成熟
的物联网技术，可以对果树的病虫
害、土壤湿度、气温等进行实时地
数据采集判断。“如果某一棵果树
发现病虫害，系统会自动报警提
醒，相关数据也会向园艺学院的专
家教授传递汇总，提出防治建议，
并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建立生长
模型，未来可以指导农业生产。”

通过多种智慧农业先进技术的
推广运用，平度市汇勤农业产业园
在果品种植上初步实现了农业生产
的适度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和全程
机械化，果品品质更稳定，优级果

率高，价格也比普通梨高1元/公
斤 。 其 梨 树 种 植 成 本 相 应 减 少
20%，每亩投入节省2000元左右，人
工成本更是大幅降低。同时，综合
使用糖、蜜、鸡蛋、豆浆作为果树
营养剂，果实具有很好的抗氧化
性。“目前，除了梨，我们还尝试
把这系列技术运用到桃、李子、葡
萄等果品的标准化生产上。”聂易
田表示，该企业还向平度市的东阁
街道、白沙河街道等多个村庄梨农
免费提供技术指导，进行托底收
购，推广面积近500亩，已带动百余
户农民增收致富。

“下一步，还要延伸果品产业
链条，将之做大做强。”据悉，该
企业今年还将建设梨产业种苗研发
中心、果品自动化分选处理中心和
农业观光体验中心，依托多项国内
外领先的科技，探索出一条果品种
植产业方面的路子。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杨发鹏
徐升川 王 慧

一垄梨树“手搭手”，一只“眼睛”管千亩
——— 平度果品种植用上高科技

近日，济南市机场小学党
员教师带领40名少先队员，一起
走进空军某部队站厂，开展了
“廉洁文化进军营”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队员们以
快板表演、版画创作这样喜闻
乐见的形式，把廉洁文化搬上
舞台，送进军营。

（方圆 摄）

快板唱出

正气歌
农村大众报郓城讯 （通讯员

宫庆鑫 张友申）郓城县唐塔街道
办事处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积
极创新，擦亮“好商量议事会”品
牌，破解辖区婚丧事操办难题，探
索出乡村治理新模式。

移山易，移俗难。郓城县唐塔
街道办事处司店村的一位老人亡
故，其家属找到该村红白理事会，
要求办个场面风光的葬礼。红白理
事会建议事主一起上村里的“好商
量议事会”会上议议。会上，街道
民政干部介绍了全街道移风易俗形
势和国家政策，理事会成员给事主

算了经济账，精力账、人情账，村
干部给事主讲了村规民约，在大家
耐心劝说下，事主扭转了观念，办
了一场简朴肃穆的丧礼。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
商量。郓城县唐塔街道“好商量议
事会”制度逐渐被村民认可。为切
实发挥“好商量议事会”的作用，
该街道办事处还细化了工作流程。会
前给各参会人员下书面通知，附上议
题以便提前思考，“好商量议事会”通
过商量议出办法，大家集思广益，一
起破解一道道难题，形成独具特色的

“唐塔乡村治理模式”。

唐塔街道探索乡村治理模式

好商量议事会破移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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