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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打造美丽宜居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体，全域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沃野千里展新卷
文化振兴激活致富路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灵魂。
　　在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一
个小山村蝶变为“中国江北第一画
家村”——— 达尼村的故事几乎家喻
户晓，也是新区文化振兴的优秀案
例。 
　　曾经，大泥沟头村三面环山、土
地贫瘠、交通闭塞。近年来，大泥沟头
村坚持以“特”为先、以“文”为魂、以

“旅”为径，走出了一条服务三农、融
合三产的新路子。在这片充满艺术气
息的乡土上，构建起了集艺术创作、
作品展示、产品交易、文化交流、人才
培养于一体的文化全产业链，年接待
游客100多万人次，旅游营业收入300
多万元，一条“文化+”的乡村振兴之
路越走越宽。
　　如今，达尼村正盘活低效闲置资
产，打造现代农业引领区、艺术人文
度假区、生态农旅体验区，筹备成立
村集体经济发展公司，抱团发展产业
项目，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张家屯网
格位于生态农旅体验区，梳理闲置宅
基地20处，用于打造民宿客栈；西石
岭网格位于现代农业引领区，引进幸
福村红薯种苗，打造红薯标准化示范
种植区；聚焦三味农庄园区扩张经营
需求，收回15亩村集体机动地、12.5亩
闲置低效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中纳入
园区二期建设，带动村民就业……”
达尼村党委书记张金宝对下一步的
打算早已了然于心。
　　“预计明年五月份前后投入使
用，建成后，这里将有科技体验区、教
育研学区、国防教育区等十大功能
区，是以生态为文化核心、农业和研
学为两大支柱产业、五大分区为旅游
功能配套的主题园区。”10月10日，幸
福村生态文化博览园总经理陈文吉
告诉记者，幸福村将与张家楼街道积
极探索，建立村企共富强村联动机
制，从老百姓就业、农业产业构建、旅
游资源整合方面打造全域经济体系，
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筑巢引凤搭平台，张家楼街道
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近年来，
张家楼街道在优产业、聚人才、兴文
化、美生态、强组织上狠下功夫，规划
建设了占地1500亩的乡村振兴产业
集聚区，培育了‘画乡达尼、红色石
河’等一批特色产业村，今年入选首
批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
范区。”张家楼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孝
水介绍。

产业发展一村一特色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大美西海
岸，每一个“美丽乡村”都有着与众不
同的气质与发展路径。
　　以藏马镇为例，依据当地山地形
势特点，该镇打造了藏马山田园综合
体，这里的国际旅游度假区、影视外
景地等，推动当地农民向职工转变。
　　在藏马山影视外景地，群众演员
日均能赚100元，既过了当演员的

“瘾”，又赚了钱。“在《封神》剧组里，
俺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真没想到农
民也能过过演员瘾。”提及自己的群
演经历，藏马镇西南地村村民张兰花
喜上眉梢。让她觉得开心的除了拍戏
的新鲜体验外，还有一天120元的收
入，“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日子越过
越好了。”
　　据藏马镇党委书记于洋介绍，藏
马镇地处藏马山开发建设核心区，近
年来积极探索乡村“五大振兴”有效
路径，统筹推进度假旅游、宜居康养、
文化影视、创新创业、现代农业“五大
产业”，创新实践乡村振兴“彩虹模
式”。“今年以来，我们聚焦乡村产业

振兴，新开工重点项目17个，新投产
项目6个，镇域项目总数达到68个；加
快人才振兴步伐，实施‘青春乡村’创
新创业计划，藏马山居创客空间、源
乡和溪文创村等7处创新创业平台引
进大学生团队117个，带动就业1000
余人。”于洋告诉记者。
　　居民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一
栋栋造型古朴、典雅的美学建筑掩映
在山水田园中；康养综合体、藏马影
城、大学生创客空间等项目建成使
用……沿路探访藏马山居小区，可以
发现幸福皆有迹可循。“看我们现在
的居住环境多好，以前住平房，冬天
取暖不方便，住上楼房后就集中供暖
了，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藏马镇河西
屯村村民范爱云开心地说，住进楼房
后，自己还会时常回村子里转转，“原
来的村子还在，现在成了河西屯文创
村。”
　　于洋告诉记者，河西屯村是藏马
山居4个搬迁自然村之一。在修旧如
旧基础上，引进第三方平台公司招商
运营管理服务，吸引大学生创业团队
30个，带动就业150人，实现“农民上
楼居住、创客入村创业、村民回村就
业”的发展局面。

生产要素迸发新活力

　　“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农业农
村必须优先发展，但重点在于该如何
发展？对此，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
革试验区的西海岸给出了答案：聚焦
改革创新，构建农业农村改革体系，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王台街道便是改革的先行者。
　　2020年6月，王台街道（原王台
镇）引导辖内2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
同出资近5000万元，成立青岛王台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这是全市首家镇级
集体经济投资开发公司。运营一年多
来，实现了248万元的保底收益，入股
各村平均增收达10万元，既服务了新
旧动能转换和产业发展需要，也为村
集体经济发展带来新思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承
包权有偿退出试点……近几年，西海
岸新区推出一系列政策，探索土地利
用、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空间，激
发乡村发展活力。“目前，西海岸新区
土地规模化经营面积达55.18万亩。通
过大力发展合作社，100%的村党支部
领办了农民合作社。土地流转、集体
经济股份收益等进一步拓宽了群众
增收渠道。”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卫
青介绍，新区越来越多农户开始扩大
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发展效率，他们
不再把自己的命运绑在土地上，以更
现代的方式改变生活。
  王卫青表示，下一步还要培养造
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让他们不仅成为
致富能手，更成为致富带头人，影响
一批，带动一批，让更多村民实现在
家门口致富的梦想。
　　62岁的冷启成就是这样一个“能
人”。自1982年8月从山东淄博商业学
校酿造专业毕业以来，冷启成长期从
事葡萄酒等果酒的生产研发，研发成
果显著。2003年起，新区蓝莓种植规
模逐渐扩大，由于当时蓝莓产业只停
留在初加工环节，果农收益增长缓
慢。面对窘境，冷启成带领研发团队
开始了蓝莓果酒的研究。很快，他创
造性地采用阳离子交换降酸和低温
发酵等技术研制出“玛丽牌”蓝莓酒，
荣获“山东省轻工名牌”称号。由他所
参与和推动的蓝莓深加工产业，有效
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
经之路。在乡村振兴征程中，西海岸新
区正激荡磅礴力量，使乡村美、产业
兴、农民富的愿景一步步照进现实。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雪

　　金秋十月，放眼西海岸新区，处
处都是“希望的田野”，释放着乡村振

兴的蓬勃生机：一座座新居亮丽多彩，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个个产
业生机盎然，一幅壮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西海岸大地上尽情铺展。
　　建成110平方公里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12处乡村振兴产业
集聚区成为促进镇街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家门口就业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立足城乡共生、关系紧密的典型特征，致力于打造
美丽宜居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体，全域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沃
野千里谱写出崭新华章。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营造实验室入驻藏马镇河西屯文创村。

 张家楼街道规划建设乡村振兴产业集聚区，培育了一批特色产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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