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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通讯员
李进泉）初冬时节，潍坊市寒亭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四季立式种
植”西瓜大棚内，固堤街道邢家常
疃村村民邢石磊领着几位打工的农
民，正在整理西瓜枝蔓。今年以
来，寒亭区注重发挥全国唯一的潍
坊综试区核心区平台优势，加快建
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新探索
“产业一体化联农增收”新路子，
促进乡村振兴。

寒亭区在产业园建设中，抓好
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用奖补政策强
扶持，用产业项目促发展。产业园

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芳君介绍，
产业园对在实施“双招双引”、
“三品一标”认证、乡村振兴中作
出突出成绩的企业，实行奖补扶持
并协调帮助贷款。目前，有20家农
业龙头企业、230家农民合作社、
116户家庭农场参与产业园建设，组
织实施了15个高效农业项目，完成
投资30多亿元，带动构建起“政府
引导+品牌打造+公司参与”共同发
力的产业培育机制。

产业园内，投资6000余万元，
从日本引进的国内首条“西瓜无损
测糖智能分拣流水线”将于年底落

成。产业园开发建设了9种棚型、
210座温室大棚，建棚技术、大棚规
格、棚室效益均走在全国同行前
列。“西瓜站着长（立式种植），
只生一个好（一蔓留一瓜）”、智
慧农业展示厅、棚头特色绘画，成
为产业园三大特色，吸引来众多参
观者。目前，产业园日均接待考
察、观光和采摘团队500人次以上。

联农带农增收，让农民享受到
产业一体化发展改革创新成果。固
堤街道办主任朱伟欣介绍，街道和
区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区城投公
司一起，指导进入园区的农业公

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重点探索建立“品牌共享联
结、生产经营联结、产业工人联
结、股权量化联结”4种联农带农
增收机制，产业园示范带动作用不
断加大。

目前，产业园年均吸纳周边农
民就业1500人以上，农民工资比建
园前提高了2倍以上，每人每天至
少120元。寒亭西瓜、潍县萝卜种
植面积扩大到近6万亩，辐射带动
至周边4个街道、2个开发区。园区
内西瓜每斤卖到30元，品牌效应带
动农户种植的西瓜卖价也跟着提

高。
产业园技术集成示范区邻近

的牟家庄子村，以前是穷村、乱
村。通过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发展产业一体化，区和街道
向村里陆续投入2000余万元，实施
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厕所改造、
美丽乡村建设三大工程。牟家庄
子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近日通过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验
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促
进了村庄发展，村民成为最大的受
益者。”牟家庄子村村主任牟延刚
说。

品牌共享联结、生产经营联结、产业工人联结、股权量化联结

寒亭区探索“产业一体化联农增收”新路

11月24日，初冬时节，天气乍寒。
坐落于鄄城县的中国鲁锦博物馆
内，游客络绎不绝。来自济南今年66

岁的张玉秀老人，在一台老式织布
机前，一站就是老半天。“很怀念当
年在纺车的吱吱声中睡着的情景，
看着这些，犹如回到了小时候。没想
到当年简单的老粗布会变得这么丰
富多彩！”张玉秀老人感慨道。

千年老粗布

变身艺术品

偌大的展厅里，满眼的鲁锦色
彩斑斓、绚丽多姿。“自从鄄城鲁
锦亮相去年上合组织峰会，被制作
成给各位国家元首的请柬，来这里
参观的客人日渐增多。”中国鲁锦
博物馆馆长、鄄城县鲁锦工艺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路维民介绍。

在展厅内一路走来，耳边仿佛
又响起了那首流传在鲁西南地区的
民间小调：“天到午时忙，三更去
机房，足踏脚镫子，双手穿梭忙。
两边织的十样景，当中织的金凤
凰，四角织的灵芝草……”

路维民介绍，鲁锦织造历史悠
久，因织工精细、绚丽多彩，极
似织锦，1985年被有关部门定名为
“ 鲁 西 南 织 锦 ” ， 简 称 “ 鲁
锦”。

鲁锦图案名称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含义。“老朝廷”“八个盘子八
个碗，漫天的星星乱挤眼”“手表
风扇面棋花”“风交雪”……当地
农村妇女用纯朴的情感和独特技
艺，编织出一个个富有象征意义的
色彩图案，并为这些抽象的几何图
案赋予各种令人叫绝的名字。

路维民说，鲁锦是鲁西南的
“活历史”，民间称“老土布”
“手织布”。“鲁锦工艺极为繁
杂，从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大大
小小要经过7 2道工序，能织出近
2000种图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和鲜明的文化特色，也具有很强的
实用价值，现在已经成为名扬中外
的手工艺品和生活用品。”

千年鲁锦重现

传统文化魅力

“鲁锦在鲁西南地区广为流
传，是因为它常被作为少女出嫁的
嫁妆。民谣中的‘插花描鱼不算
巧，纺花织布做到老’，体现了农
村妇女对织锦价值的认可，更是促
进 鲁 锦 艺 术 不 断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路维民说。

“ 鲁 锦 还 是 农 耕 经 济 的 产
物。”路维民说，中国鲁锦博物馆
还因此增加了鲁锦的生产背景，增
设了犁、耙、太平车等工具，并向
参观者展示工艺流程等。现在整个

馆共包括序厅、第一展厅、鲁锦文
化艺术长廊、第二展厅、砖塑展
厅、多媒体厅五个部分。一路参
观，除了鲁锦，在博物馆里还能看
到鄄城典型村落的图片、砖雕、条
编等手工艺品。

博物馆序厅的顶部有158块手织
鲁锦面料，游人走过，锦布随风摇
曳，展示着绚丽多彩的鲁锦艺术。
路维民说，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
更多的人了解、欣赏鲁锦，进而保
护这一民间技艺。

“非遗”带动产业

产业反哺“非遗”

2008年，鲁锦织造技艺被国务
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让路维民深感无奈的是，随着
鲁锦的名声越来越大，织布的人却
越来越多。“我认为机织的鲁锦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鲁锦，只能算
是一种一般的棉布。鲁锦的核心价
值就在于纯手工制造以及提花技
艺，蕴含了文化、历史价值，是纺
织机器难以做到的。”

（下转A2版）

再有一个月，新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将正式实施。新法
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允许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业内人士认为，编
制村庄规划是新法实施后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必要前提。

编制村庄规划也是乡村建设的
需求。这就好比裁制衣服，好的裁
缝不是拿起布来就开始剪裁，而是
要先准确测量、精心设计，才能做
出合体、漂亮的衣裳。乡村建设同
样如此，需要细化区域内生产、生

活、服务等各区块的功能定位，明
确住宅、道路、商店、企业等项目
建设的时序与要求。

我省的村庄规划早就在紧锣密
鼓地推进中。2016年，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全省
6 . 5万个行政村中，70%的村庄已经
编制村庄规划。今年8月，省政府
召开美丽村居建设工作专题会议，
提出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为美丽村
居建设提供法定规划依据；9月，
《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发布。
政府为村庄规划投入了大量财

力，可是，在个别地方一些规划设
计方案仍停留在一种照搬城市、无
序模仿的混乱状态，高档的景观
树、气派的小洋楼等极具城市特征
的建筑符号充斥乡村，大量凝聚先
人智慧与历史文脉的古建筑，却被
人为摧毁或忽视，村庄变得城不像
城，村不像村。

村庄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具有
不同于城市的气质。老井、古树、
庭院、胡同，这些独具乡村特色的
风物，不仅仅构成了每个乡村不同
的“性格”，更承载着情感、文化
与历史，那种过分强调整齐划一、
追求“洋气”、推倒重建式的规
划，容易让村庄失去了美感，也失
去了个性。

村庄规划还需要兼顾农民的生
活方式。比如，“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房前屋后，种瓜种
豆”，这本是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
一种生产生活模式，但一些地方却
盲目效仿城市，房屋规划得像兵
营，虽然整齐却让人感觉生硬，缺
乏温度和归属感；只允许种植观赏
性绿植，让即采即食农村独有的生
活方式烟消云散。

村庄规划不是单纯的盖房子，
需要统筹兼顾生活、生产、环境等
各区块的整体协调。乡村与其周边
的山水林田湖草组成一个生命共同
体，村庄规划设计既要充分考虑它
们之间的和谐程度，还要充分考虑
乡村的历史、文化、风俗、定位、
经济等因素。严格意义上讲，村庄
规划设计及建设要比城市规划设计

及建设复杂得多。
“照搬城市模式，脱离乡村实

际”“破坏乡村风貌和自然生态”
的规划设计，只能让乡土味越来越
远。因此，村庄规划要坚决摒弃照
抄照搬城市规划的设计理念。规划
者应多进村，多接地气，设计要充
分考虑乡村的地理风貌、文化传统
及村民的实际需求，从而建造出既
令村民满意、又能增强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的规划作品。

千年鲁锦，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时尚
坐落于鄄城县的中国鲁锦博物馆最近火了

农村大众报记者 石鹏志 通讯员 房正 丁秋松

村庄规划，不妨多些“土气”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冬雪消除四边草，
来年肥多害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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