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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山里看“三生三美”
铁山街道高标准建设杨家山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守好“绿水青山”换得“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刘心怡
　　
  11月25日，记者走进位于西海岸新
区铁山街道的杨家山里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感受原山原水的自然气息。依托优美
的自然风光与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条件，
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
　　今年10月份，青岛十大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名单出炉，杨家山里片区成
功入选。据了解，该片区总规划面积
11.5平方公里，下辖黄泥巷等8个网格
村，各网格村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产业
相融。近年来，铁山街道充分挖掘片区
资源优势，坚持统筹保障，实施生态提
升，强化产业支撑，描绘出一幅生产美产
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

“三生三美”的斑斓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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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山街道选优配强8名网格党支部书记，选派3
名大学生担任助理，定期组织赴上海、深圳等地研
修，全力锻造一支活力足、能力强的带头人队伍。创
新党组织领办专业合作社，构建“龙头企业＋村党组
织＋村民”利益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共同体，8个村
集体实现增收320万元以上，带动村民就业1500
余人。
　　同时，铁山街道依托田园共创学堂等平台，
探索“田间校园”教育模式，将高校资源嫁接到樱
桃种植、生态园管理，培育1000名新农人；通过筑
巢引凤，引进张玉梅、冷启成等100名高素质乡贤
带资本带项目返乡，落地田园会客厅等一批重点
项目；培养“民宿管家”“影视经纪人”等10名乡村
公共服务人才。在大下庄、黄泥巷各建1处德育
银行，整合财务收支、资产资源等乡村事务，吸引
1600余名村民参与，奖励兑换金额达15万元，化
解矛盾纠纷及历史遗留问题35起，化解率97%以
上，真正实现由村“两委”单一治理模式向数字赋
能下村民全员参与治理模式转变。
　　下一步，铁山街道将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道
路交通体系的基础上，依托片区现有的民宿、农家
宴等业态，深入挖掘东坡文化、红色革命文化、齐长
城文化、民俗文化内涵，全面升级“吃住行研游购
娱”全业态体系，激发全域旅游经济新活力，开辟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铁山路径。

>>强化人才支撑<<
赋能发展“恒动力”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11月26日，山东港口青
岛港董家口原油商业储备库（二期）正
式投产。项目包括24座10万立方米浮
顶油罐，新增库容240万立方米。
　　随着项目投产，山东港口青岛港
董家口港区库区设计年存储能力突破
906万立方米，成为山东港口最大的油
品罐区，进一步提升原油存储能力，推
进省级石油战略储备安全体系和炼化
企业石油风险采购体系建设，为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注入强劲

动力。
　　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原油商业
储备库工程位于董家口港区摩科瑞库
区北侧，振华库区南侧，东侧临近规划
园区道路，疏港铁路火车装卸站位于
库区西侧。项目总投资约49.8亿元，总
占地面积1681.56亩，主要储存原油、燃
料油及稀释沥青。项目分三期建设，
项目一期工程已于2021年建成投产；
本次投产运营的二期工程，共建设24
座10万立方米浮顶油罐，总库容240万
立方米，配套建设2座现场设备间和2

座泡沫站，结合已建一期工程输油泵
及预留接口，二期工程可以实现原油
储备和周转的功能；三期工程共12座
储罐(120万立方米容量)工艺配管及相
关配套设施，预计2023年6月建成。
　　该项目与摩科瑞库区及原油码头
一、二期四个泊位以及董潍管线有机
相连，具有高效接收与转输优势，能够
有效发挥董家口港区特殊地理优势，
充分利用和依托现有的原油疏运、装
卸设施和资源，为国家战略原油储备、
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保障，保障山东炼

化产业平稳运行。
　　据了解，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发
展以来，原油贸易业务发展迅猛，贸易
商及地炼客户市场需求旺盛。青岛港
陆续落地保税原油、低硫燃料油、保税
燃料油混兑等新业态、新业务，不断打
造优质工程项目、完善港口枢纽功能，
提升油品存储能力和对腹地企业综合
服务能力，全力保障山东炼化供应链
稳定，为打造国际原油中转分拨基地、
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奠定坚
实基础。

  “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比原来改善了
很多，村里为我们每家每户发放了垃圾分
类桶，原来的那些废弃地、边角地都变成
了美丽的小花园，进村的道路也进行了硬
化，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黄
泥巷网格村村民门晶高兴地向记者介
绍道。
　　记者从铁山街道了解到，该街道先后
整合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国有资本4亿
元，将基础设施提升、文旅设施配套作为
杨家山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重点。
实施停车场扩建等工程40余项；投资2500
余万元对道路进行绿化美化提升，持续完
善片区基础设施；投资1800万元对7万亩
山林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对河
道沿线和山体沿线进行生态景观治理，打
造全长9公里的风景长廊。同时，在片区
示范推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厕所改造
等工作，打造3处污水处理模块，建成1处
堆肥与环保酵素利用示范推广基地，具备
厨余垃圾就地无害化、资源化处置能力，4
个村庄入选青岛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另外，加强风貌管控，不搞大拆大建，保持
农村田园风光本色，使片区“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涵养绿水青山<<
绘就乡村“新风貌”

  铁山街道创新“企业+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模
式，由村集体出资成立民宿管理合作社、村投公司
等平台，整合土地、人力、资金等要素资源，实现村
集体、村民、企业协同推进产业发展。流转土地1.5
万亩，推动乡村共创学堂、田园客栈等15个重点项
目落地，流转闲置房屋打造50余处民宿，连续举办
20届樱桃采摘节、6届月季花海旅游节，今年以来累
计接待游客23万人，旅游收入达3000万元。
　　同时，依托片区21家专业合作社，铁山街道搭
建产业发展互动平台，撬动社会资本6亿元，建成
300亩以上产业园14个，将2800亩樱桃、猕猴桃、茶
叶等特色产业定为主导产业，构建起“产业园区+
农户”产业链模式；以“红色文化+绿色生态旅游”
樱桃产业市级示范项目为抓手，对产品统一生产标
准、统一销售品牌，扩大销售渠道，带动新型经营主
体、小农户共同发展；打造23个标准农业园区、2处
青岛市绿色园艺标准园，带动500多户农户抱团
致富。
　　“我们先后引进了朝日食品、尚臻百果酒庄等龙
头企业，对片区绿色生态农产品统一收购、包装推
介、精深加工，逐步形成了果酒、茶叶等一批特色农
产品加工产业带，推出樱桃酒、地瓜干等25种特色农
副产品，带动村民稳定就业350余人、灵活就业730多
人，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铁山街道政协联络室主
任、党工委副书记张国伟介绍道。

>>深化三产融合<<
鼓起村民“钱袋子”

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原油商业储备库（二期）投产

新增库容24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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