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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特色，一街一景观
19个村连片发展，打造孟良崮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嫁过来半辈子了，想不到村
子能变得这么好！”说这话的，是
蒙阴县垛庄镇蒙河村70岁的村民刘
文秀。20多岁时，刘文秀嫁到蒙河
村，和丈夫一起种田养家，如今因
腿脚不便，干不了活，平日闲暇
时，就喜欢在村里散步。脚下踩的
沥青路，她期盼了几十年。

“以前，想回趟娘家，村路不
好走，得从别的村绕过去才行。”
刘文秀说，以前村路多是坑坑洼洼
的土路，唯一的出行路，是村北蒙
河上的一座大桥，但一到下雨天，
河水漫桥，村民的出行就成了难
题。

2019年，蒙河村抓住蒙阴县打
造孟良崮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机遇，
对村庄进行全面提升。“我们硬化
了生产路，户户通了沥青路，路旁
栽植了绿化苗木，美化了村民家的
墙面，铺设了污水管网，利用村里
废 宅 子 ， 建 了 文 化 广 场 和 停 车
场。”蒙河村党支部书记彭长江
说。

该村还对蒙河进行综合治理，
修复水域生态，修建扩宽了蒙河大
桥，铺设了灌溉管网，建设了拦水
坝，实施河岸绿化工程，建设了湿

地和 7 0 0米沿河路。如今的蒙河
村，已成为生态优环境美的宜居村
庄。

蒙河村，仅是打造孟良崮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的一环。垛庄镇党委
副书记公涛介绍，2019年初，蒙阴
县立足垛庄镇各村资源、区位条件
等因素，统筹规划、重点倾斜、精
准帮扶、整体提升，高标准打造生
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生产

美产业强“三生三美”融合发展的
孟良崮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片区总
面积 5 0平方公里，涵盖 8个行政
村、19个自然村、1 . 4万人，蒙河村
便包括在内。

像蒙河村一样，乘借东风发生
转变的，还有东孟良崮村。除了村
庄生态环境大为好转外，最受欢迎
的便是该村东南方位风景秀美的湿
地公园，里面配套建设了步行道、

凉亭、木廊架、藕池，成为村民日
常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公涛介绍，片区打造过程中，
对覆盖村庄开展了“三清、三拆、
三整治”活动，清理“五堆”、拆
除违建，栽植绿化苗木20万余棵，
美化空闲地10万余平方米，形成了
一村一特色、一街一景观的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新风貌。

近日，位于古泉村外的山东金
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基地里，
工人们正加紧对研学中心办公区进
行建设。种植园区里，一棵棵小桃
树正茁壮成长。

2 0 1 9年，金葵农业落户古泉
村，以每亩每年1000元的价格，流
转了该村2 5 0 0亩土地，发展集研
发、销售、种植、培训于一体的现
代化农业产业园区。目前，一期
1000亩桃树已种植完成，二期明年
春天种植完成。

“村民把土地承包给公司后，
可以到园区里务工，每天能挣100

元。”古泉村党支部书记刘元华
说，现在村里有 1 5 0人在园区务
工，同时他们还接受培训，两年后
桃树结果时，可以一人反包30亩果
树，收益按照企业和农户7：3分

成。通过收益分成和土地分红，这
些村民年可实现收入10万元。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片区积
极做活“生态+”文章，实现生态
好、群众富的良性循环。“片区坚
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打造
现代农业区，加快特色产业转型升
级。”公涛介绍，片区积极引进山
东金葵农业、雅库特农业、峻瑞农
业等社会资本，在8个村庄连片打
造占地5000亩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

“去年，我们以村集体名义，流
转村民500亩土地，和峻瑞农业公司
合作，发展苹果种植基地，每年村集
体收获5万元的服务费。”后里社
区党支部书记刘乃新说，他们还与
山东欢乐家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带
动200多户村民种植订单黄桃。

“我们估计，一亩黄桃纯收入
不少于5 0 0 0元。加上日常打工收
入，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1 3 6 0 0多
元。”刘乃新说，“我们还计划在
保持村庄原貌的基础上，租用村民
闲置房屋发展民宿，增加村民收
入。”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婷
通讯员 张圣虎 匡秀福

孟冬时节，位于菏泽市单县曹
庄乡工业园区的创宜玻纤制品有限
公司，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这个玻纤加工项目由董绪文返
乡创建，投资额将达到1 . 5亿元，主
要从事玻璃纤维、陶瓷纤维制品及
网格布、管线加工销售。董绪文曾
经在上海浦东新区等地成就事业，
艰苦的创业生活锻炼了他不畏艰
险、勇往直前的意志，其视野开
阔、精明干练，是青年创业中的佼
佼者。

2018年初，董绪文看中了家乡
单县玻纤产业的传统优势和优厚的
返乡创业政策，立志回乡创造自己
的价值，实现报效桑梓的人生夙
愿。董绪文介绍说，玻璃纤维制品

技术来源于德国，采用代铂坩埚法
年产单丝直径小于7微米的玻璃纤维
纱3000吨，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大
卷装自动换桶拉丝机及双份拉丝
机，填补国内空白，产品出口国外
发达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青睐。

董绪文的“报恩项目”于2019

年元月开工建设，目前1号车间和2

号车间建成投产，3号车间主体工程
正在建设。“全部建成运营投产
后，年销售额可达到8000万元，实
现利税800万元，可吸引200余名乡
亲家门口就业增收。”董绪文说。

近年来，曹庄乡牢固树立人才
是“第一发展资源”的理念，按照
以“良好的环境吸引人才、优惠的
政策留住人才、完善的平台用好人

才”的发展思路，深度挖掘乡贤资
源，凝聚智慧力量，认真落实返乡
创业优惠政策，做好跟踪服务，进一
步当好返乡创业者的“服务员”，着力
解决创业者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力争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业，为加快
乡村振兴加油助力。

同董绪文一样，从曹庄乡辛滩
集村走出去的王允，也是立志返乡
创业的有志青年。初中毕业后，王
允到山东省淄博市务工创业，1996

年在淄博市建设了楼梯加工厂、2个
建材销售门市，年收入120万元。
2017年3月，王允积极响应家乡号
召，决定返乡创业，进行木质结构
楼梯加工。他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
创业经验和销售渠道，当年上交租

金4万元。目前，王允的车间红红火
火，效益持续增长，发挥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刘莉，曹庄乡西赵庄村人，
2014年，她毅然放弃济南一家公司
的高薪待遇，回到家乡兴办粽子加
工企业。创业之初，刘莉既是采购
员、推销员，又是生产工人，白天
包粽子，凌晨3点起床煮粽子，接着
驱车送到客户的餐桌上。在制作工
艺上，刘莉放弃了现代化的蒸煮设
备，而是沿用木柴火、大铁锅的古
法蒸煮，从而保证了粽子的口感。
她从本村招聘了十几名身体健康的
巧妇包粽子，还安置了11名家庭困
难的乡亲从事烧火、运输等工作，
每名工人月薪都在2500元以上。目

前，刘莉的粽子公司年产粽子500余
吨，销售网络辐射山东、河南、安
徽等省市，并被菏泽市确定为山东
省“泛海扬帆山东大学生创业行
动”重点推荐企业之一。

如今，在曹庄乡，还有很多像
董绪文、王允、刘莉一样的返乡创
业者，他们凭着勤劳和智慧，在生于
斯、长于斯的家乡热土上创出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用激情和汗水谱
写了热爱家乡、回报乡亲的青春之
歌，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我们将引导、鼓励更
多富有反哺情怀、经济实力的企业
家回乡投资兴业，为曹庄乡经济社
会发展汇聚强大的力量。”曹庄乡
党委书记张守文说。 (刘厚珉)

单县曹庄乡：桑梓抒情怀，引得凤还巢

近日，笔者走进临清市先锋
路街道泰诺食品有限公司，看到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
朝天的生产景象。

而谁能想到，去年这里还是一
片废弃的养殖场。临清市积极引导
有实力的企业在现有土地资源上进
行建设，高效节约集约使用土地。
泰诺食品有限公司的落户，使这个
闲置多年地块的“亩产效益”实现
快速增长。“企业预计年加工新鲜
蔬菜4 . 2万吨，产出成品脱水蔬菜
5000吨。”公司企业负责人袁东晓
说，“我们已成为康师傅集团脱水
蔬菜定点生产企业。”

优质企业也成为带动周边发
展的“引擎”。先锋路街道积极
推荐附近村居有劳动能力的群众
到企业务工，引导农民种植卷心
菜、香葱等经济作物。“我家种
的卷心菜一年成熟两季，每季的
亩均产量能达到6-7吨。”徐庄居

居民高磊通过街道和居委党支部
的“牵线”，与泰诺公司签订种
植收购合同。有了种子、技术指
导和企业收购托底，高磊干活一
天比一天带劲。

近年来，临清市积极转变用
地观念，努力盘活存量，对每一
块低效利用土地逐宗施策，积极
做 好 以 村 集 体 土 地 入 股 盘 活 土
地；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节约集
约土地；采取破产重组资产拍卖
方式，“唤醒”再开发土地；加
大批而未供处置力度，盘活存量
土地；大力处置闲置土地，收回
盘活未利用土地等，推动土地再
开发、再利用。

“这七分地的小菜园，保底也
能卖1万元，套种的香椿树明年也
能长出‘钱’来。”正在摘辣椒的
魏湾镇前张官营村村民吴子路笑着
说，“怎么也想不到，闲置的宅基
地也能让我们鼓起腰包！”

“今年一开春，我们村党支
部多次开会研究，根据村里的实
际情况，对村内闲置宅基地进行
统一清理收归集体，分包给村里
的 困 难 群 众 ， 进 行 香 椿 蔬 菜 套
种。这样既解决了村子脏乱差问
题，增加了集体收入，也为村民
增收提供条件。今年村‘两委’
还利用集体增收资金铺上了村内
第一条柏油路。”前张官营村党
支部书记刘召民自豪地说。

临清市创新用好“政府引导政
策支持、规划管控引领、市场配
置”的“组合拳”，2019年以来共
盘活处置批而未供存量土地1722 . 87

亩，收回闲置低效用地69 . 37亩，办
理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手续7宗，盘
活土地2 2 2 . 6 3亩。通过“腾笼换
鸟”，闲置厂房、土地等资源得到
有效利用，释放出发展新空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姚晓楠
庞 磊

近日，郯城县马头镇马西社
区高大寺村张贴出了10月份享受
低保及特困人员名单，吸引了众
多群众前来观看“低保户”公示
情况，有的村民直接用手机拍摄
了名单转发到朋友圈。至此，郯
城县马头镇村街“低保公示”已
成常态化。

郯城县民政局在社会救助工

作中，为彻底解决“人情保”、
“关系保”、“亲情保”等问
题，在认真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基层
部门严把“个人申请、会前初
审、会上共议、会后审核、上级
审批”关口，对享受政府社会救
助的人员坚持动态管理，实行长
期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此
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好
评。

(高军 摄)

废弃养殖场上建起食品厂
临清市盘活低效用地，释放发展新空间

公开晒“低保”

东孟良崮村的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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