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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海市文登区的乡村里，不
少文艺爱好者都会利用自家院落、
仓库等场所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其
中，剪纸、书法、绘画、歌曲、吕
剧、京剧、曲艺等项目，都有各自
的“文化能人”带动，参与者众
多。在葛家镇于家埠村，于国启的
果园仓库就是村民唱吕剧练小曲的
“俱乐部”。

10月14日一大早，果农于国启
就 联 系 文 登 城 里 的 “ 文 化 能
人”——— 吕剧票友沈道健：“沈老
师，今天得空不？我这里刚好不
忙，要不你们再来我的果园‘俱乐
部’聚聚？”沈道健乐呵呵地答应
下来，然后约好他的扬琴搭档张秀

芳赶往于国启的果园。
铺好唱戏的摊子，于国启的果

园“俱乐部”里演出了《张大娘淘
米》《实指望满池荷花红艳艳》等
吕剧选段。在沈道健和张秀芳指导
下，于家埠村的戏曲爱好者们你拉
我唱，吸引了周边不少群众围观。
在文登区，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每
天都有。乡村文艺活动的繁荣，催
生了一批民间“俱乐部”和村落
“文化大院”。

葛家镇岔河村的于夕卿从镇企
业退休后，跟着剪纸技艺传承人王
培兰学了三年剪纸。回到村里，她
就把自家的仓库收拾出来，装修改
造成“剪之韵”工坊，带动村里的

剪纸爱好者一起研究。从国家大
事，到乡村新貌，她们都能用剪纸
进行宣传。于夕卿也带出了很多徒
弟，剪纸成了村里的热门活动之
一。岔河村的另一个热门活动是社
区晚会。一到傍晚，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的音乐就会响起，村民自
发来到服务中心一起参加活动。村
党支部书记王吉淑说：“我们岔河
村的文化活动火得很，村里100多个
妇女，90多个都能上台表演。”

培育“文化能人”，让他们深
入乡间点燃群众参与文艺活动的火
种，让民间文艺活动遍地开花，是
文登区的法宝。2021年以来，文登
区文化系统已培训基层文化管理

员、文艺骨干5批次，送戏下乡活
动遍及每个村，每村每年至少5场
演出。全区已形成文化部门促进城
乡文化活动融合、民间剧团覆盖各
片区、文艺小队覆盖各村居的多层
次文化活动阵地。

文登区文化馆合唱团有8 0多
人，在威海各级比赛中都拿过奖。
他们的骨干成员修艳秋、洪焕华等
在自家小区成立了红歌艺术团，每
年要下乡演出七八十场。区文化馆
民乐团曾代表威海市参加了全省传
统戏剧类小戏展演，团员们在社会
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少被老年
大学等社会组织邀请任教。董文刚
就是其中的戏曲名人之一，他培养

的学员孙书茂，也在社区老年大学
任教。

眼下在文登，村村都有文艺
队，有的大村还拥有好几支特色队
伍。文艺队的演出档期要安排“课
表”，就像“赶集日”。群众依托
镇(街)公共文化活动场地和群众自
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全区平均每天
超过100场。

“我们已经成立了合唱团、舞
蹈团、民乐团、京剧吕剧票友俱乐
部、青少年交响乐团等多个业余文
艺团队，这些团队的成员经过系统
培训，已成为推动文登乡村文化活
动的骨干。”文登区文化馆党支部
副书记赵铁锋介绍说。

“文化能人”激活乡村文化活动
文登村村都有文艺队，精神食粮送到群众身边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峰 通讯员 王海政 梁佳媛

昌乐县作为潍坊国家农业开放
发展综合试验区的辐射区，积极创
新提升“党支部+合作社”发展村
集体经济模式，大力培育“发展
型”农村党支部，在红河镇试点推
行“村集体经济发展共联体”模
式，引入工商资本开发贫瘠地块，
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以村党组织为
枢纽，集聚资本、技术、土地、劳
动力等资源要素，吸引各类经营主
体抱团发展、共联发展，探索出一
条“工商资本下乡、村集体实体经
营、合作社支撑、群众广泛参与”
的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新路子。

引进工商资本

奠定共联发展基础

红河镇大宅科、林泉片区是典
型的丘岭地貌，沟壑纵横、土壤贫
瘠，农业生产以小麦、玉米等传统
作物种植为主，村民收入低、集体
经济薄，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设施
农业，带动集体增收、村民致富迫
在眉睫。红河镇党委政府顺应村民
发展意愿，统筹各村低产地块，招
引工商资本发展现代农业园区。

一是积极对接工商资本。镇党委
政府站在发挥工商资本优势的角度
谋划招引工作，针对土地承包费用、
政策支持、土地流转等重点问题与
投资方不定期对接洽谈，确定了600

元/亩的土地流转标准，远高于村民

之间300元/亩的转包地价，由政府在
园区道路建设、基础施工等方面为
投资主体提供支持，解除后顾之忧。

二是党组织快速流转土地。大
宅科、林泉村党组织动员党员干部
带头带动片区内14个自然村和周边6

个自然村流转土地4700亩，其中仅用
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桃花源项目3500

亩土地流转，确保了项目顺利落地。
三是专班包靠项目建设。镇党

委成立工作专班，包靠解决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先后帮助投
资主体解决土地平整机械不足、施
工人员欠缺、用电手续办理等问题20

余个，保证了项目建设进度。目前，
荣华环水岭项目已完成投资3 . 5亿
元，建成钢构拱棚80个、冬暖式高温
大棚27个、玻璃温室1个；桃花源项目
已建成冬暖式高温大棚20个、保温钢
构拱棚3个、玻璃温室1个。

凝聚多方优势

集聚共联发展合力

按照“试点先行、带动全域”
的发展思路，确定前期由大宅科、
林泉两村与投资主体、专业合作社
开展合作，将投资主体的资金和村
集体的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凝聚起
来，实现优势互补、共联发展。

一是联合资本。在试点村党支
部协调下，村集体与投资主体签订
设施租赁协议，分别以5000元/亩、

2000元/亩的价格租赁桃花源项目保
温钢构拱棚、环水岭项目钢构拱
棚，既保证了投资主体的保底收
益，又为村集体、村民增收致富创
造了条件。

二是联系人力。村党支部以村
集体名义聘请2名经验丰富的农业
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管理，组织
15名懂技术、会种植的村民进园务
工，种植、采摘等农忙节点临时用
工总数可达30人。专业管理人员丰
富的生产管理知识与务工村民丰富
的种植经验紧密结合，互动叠加提
高作物生产质效。

三是联接技术。村党支部立足
火山农业品牌创建机遇，与昌乐县
自然邦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合
作，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肥料等
生产资料，在种植管理、高端销售等
方面统一提供技术指导，搭建起完
善的质量管控和品牌创建机制；在
合作社的指导下，引进黄金籽西红
柿、贝贝南瓜等优质农品，依托合作
社自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其中黄
金籽西红柿、贝贝南瓜的收购价、销
售价均超出市场价2元以上，村集体
和群众增收致富效果明显。

完善利益分配

夯实共联发展保障

树牢“风险同担、利益共享”的
发展理念，试点村党支部发挥联络

协调作用，全程把关引领收益分配，
引导各主体合理分配最终收益，为
共联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约定分配原则。村党支部
牵头协调村集体、投资主体、合作
社、管理及务工人员，共同商定拱棚
等设施租金、作物种苗等农资供给
费用、种植管理及务工人员工资等，
在农产品收购后从收购价款中给
付，为村集体减轻生产负担、专注发
展生产提供了保障。

二是确保应得收益。每茬作物
售出后，村党支部全程指导监管收
益核算，算清每一方应得款项，并召
集各方进行现场分配。今年7月，桃
花源项目第一茬黄金籽西红柿由合
作社统一收购后，投资主体获得4 . 5

万元租金收益，合作社获得种苗、肥
料等农资供给费用15 . 5万元，务工及
管理人员分得19 . 344万元劳务收入，
剩余13 . 156万元为村集体收入。

三是提升溢价收益。昌乐县自
然邦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对收购
的产品，更多采用电商直销等高端
销售方式争取更多溢价收益，桃花
源项目第一茬西红柿售出后，连同
农资供给获得的基础收益共为合作
社带来29 . 2万元的净收益。

通过村集体发展共联体模式，
村集体、投资主体、合作社、农户
依托现代农业项目实现了抱团发
展、共联发展，探索出了产业化联

合体崭新实施路径，为各方主体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一是降低了工商资本下乡门
槛。桃花源、环水岭项目的投资主
体不是农业龙头企业，但在镇党
委、政府支持下，通过投资建设现
代农业园区，无需承担种植风险，
凭大棚资金就可长期稳定回流投资
资本，在此基础上投资主体通过与
村集体、合作社的共联发展，积累
了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为下步自行
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多元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集聚了现代农业各类要
素。工商资本、村集体、合作社等
主体在资本、劳动力、技术、销售
等方面各有优势，通过集聚各方要
素，实现了高效农业设施、专业管
理力量等要素在现代农业项目中有
效聚集，实现了农业一二三产业全
链条发展，推动了现代农业融合发
展、抱团发展。

三是实现了多方增收获利。工
商资本通过出租高效农业设施，可
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稳定获得收益；
村集体在定期收取土地承包费的同
时，从联合经营中获得可观收益；村
民通过流转土地、入园务工实现了
多渠道增收；合作社通过提供种苗、
肥料等农资获取基础收益，同时通
过电商直销、定制销售等方式实现
高额溢价收益。 (赵延亮)

昌乐县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共联体”模式
带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农村大众报蒙阴讯 (通讯员李
丰军 李晓慧）一城、一湖、一山
之间，一条农村公路蜿蜒而出，一
路穿行5镇126村，带活4个工农业园
区，连通7个旅游景区，原本普通
的一条路，成为了经济腾飞的大动
脉。这就是临沂市“四好农村路”
的典型代表——— 蒙阴县孟良崮云蒙
湖环线。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正式
公布了“第二届全国美丽乡村路”
评选结果，蒙阴县孟良崮云蒙湖环
线榜上有名。

一路连五镇，鸿沟变通途。蒙
阴县孟良崮云蒙湖环线，东起全国
红色教育基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西至常路镇台庄村，全长97公里，

一路连通蒙阴县常路、蒙阴街道、
桃墟、云蒙湖生态区、垛庄5个乡
镇街区126个行政村，惠及沿线近20

万群众。
畅安舒美，公路就是风景线。

全路段采用了七大绿化模式，形成
了立体式绿化彩化长廊，一段一
景，移步换景，公路成为了延伸的
风景线，常引行人驻足留恋、拍照
打卡。公路安保设施齐全，波形防
撞护栏、缆索型护栏一路绵延，设
置了三段区间限速、18处电子警察
以及卡口监控、信号灯等，车辆行
驶安全放心。便民设施完善，沿线
设置了2处大型停车驿站、34座港湾
式公交停靠站，群众在家门口就可

以乘车进城。
四园一线牵，发展大道通衢。

孟良崮云蒙湖环线将蒙阴县工农业
发展最核心的四大园区，由原来的
“天各一方”，串连为“一线相
连”，极大地方便了园区企业进
货、出货，提高了配送效率，节省
了企业成本。依托该路的便利条
件，沿线群众建起了万亩荷塘，千
亩垂钓园，以及数量众多的蜜桃采
摘园、樱桃园、现代农业示范园
等，孟良崮云蒙湖环线成为一条名
符其实的致富路。

多景点成一线，以路促旅全域
游。孟良崮云蒙湖环线直接途经的
旅游景点有四个，间接辐射的景区
有三个，通过这条环线，把蒙阴境
内的主要景区连点成网，真正做起
了全域旅游的大文章。

孟良崮云蒙湖环线的建成，让
山区小县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让老
区人民踏上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旅
程。

一路连五镇，鸿沟变通途

孟良崮云蒙湖环线入选全国美丽乡村路

孟良崮云蒙湖环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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