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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环绕的铁山街道大下庄网格入
目皆风景。 （本报资料照片）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铁山街道大下庄网格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美丽乡村，从“面子”美到“里子”
　　□文/图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走进位于铁山街道杨家山里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的大下庄网格，清新的山野
气息扑面而来，依河而建的柏油路干净
整洁、视野开阔，沿途景色别致。近年来，
铁山街道深挖村庄资源禀赋，整合市、区
两级财政资金和国企资金、社会资本对
大下庄网格进行升级打造，走出了一条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不仅
让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村集体经济也
不断壮大。大下庄网格先后荣获“省级美
丽乡村”“省级美丽村居试点”“山东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社区)”“市级乡村振兴政
策集成改革试点示范村”“山东省卫生
村”等荣誉。2023年，大下庄网格被评为
山东省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大下庄网格的美丽蝶变，是
铁山街道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一个生动缩影。
  据悉，铁山街道坚持“党建统领促乡村振兴”，健全“乡
村公共资源+共富公司”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强村富民集成
改革，探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路径。自去年新区推行“共
富公司”经营模式以来，铁山街道全面整合村级组织集体闲
置资产，清理不规范签订合同499份、陈欠租金1977.29万元，收
回废弃闲置土地9364.68亩，充分挖掘区域资源禀赋和市场
需求，运用市场化手段，由共富公司统一经营，通过多村联
建、强村独资、村企合作等模式，打造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升级版”。该街道还以承包地托管、闲置宅基地盘活、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等“三块地”改革为牵引，创办土地合作社、劳
务合作社、民宿合作社，与铁山工业园、青岛融源杨家山里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36家企业开展“联农带农”合作，流转
农村宅基地10余处，建成统一规范的民宿和农家宴13处。
  铁山街道还做好“土特产”文章，实施品牌强农工程。以
樱桃、“南茶北引”品牌茶叶为核心，全产业链打造优质产业
园，立足1000亩杜鹃花等产业优势开展特、优、新、稀品种研
发，打造粉条、地瓜、杏等一批“乡字号”“土字号”特色品牌。
与此同时，铁山街道还延长深加工产业链条，以市场化手段
引进和培育青岛尚臻百果酒业、青岛朝日食品等19家现代
农业龙头企业，重点发展樱桃、猕猴桃、蓝莓、茶叶等产品加
工业，推动23条特色加工带不断向高价值迈进，所生产的产
品出口到韩国、日本等国家，年产值达4000万元。

　　走在大下庄网格，不禁会沉浸其中，那一
份安逸自得仿佛只能在山水画中寻得。“经过
这几年的整治维护，村里的环境变化非常大，
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提升，村子的名气越来
越大，来我们村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杨家山
里二村党委书记、大下庄网格党支部书记杨
福瑞对记者说道。
　　据了解，大下庄网格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深耕齐长城文化优势，打造文化体
验廊道重点村。在铁山街道的统一规划下，大
下庄网格秉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原
则，聘请北京农道天下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浙江大学等，精心编制整体建设方案、村
落保护规划和人文旅游规划，深化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保护，不搞大拆大建、不拆一树一
户，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同时，铁山街道坚持
片区化、标准化、景区化提升，实施基础设施
配套、环境提升、文旅配套“三大工程”和垃圾
分类、厕所改造等“五大行动”，入村道路硬化
率、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100%。通过常态化抓好“一库一河一溪”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区域内负氧离子含量达13800
个/立方厘米。“修旧如旧”式地保留传统村落
风貌，让村庄真正实现了“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位于大下庄网格东北方向的齐长城文化馆今
年3月正式建成开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该馆面积266平方米，包含齐长城文化价值概述、
齐长城遗址保护与修复、长城脚下铁山新姿等六
部分，采用展板、视频、互动多媒体等方式，宣传齐
长城文化保护成果，有力带动了文化旅游、促进了
文旅融合。
  据悉，为了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村
庄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铁山街道持续挖掘大下
庄网格的多元价值，实现“美丽乡村”向“美丽经
济”蝶变；聘请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传统文化研究
中心等专业文化、设计团队，对杨家山里历史文化
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整理，深入挖掘齐长城文化内
涵，依托齐长城文化馆串联打造“游长城古迹、赏
春秋风光、品齐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学、休闲
娱乐新目的地。
  “在家门口上班，工资稳定，比去外面工作省
心多了！”无比方花园景区工作人员杨宝鹏高兴地
告诉记者，他是大下庄网格村民，主要负责景区的
花卉管理。“近年来，齐长城百果园、无比方花园、
月季山滑雪场等多个文旅项目相继落地，为村庄
集聚了人气，在带动村集体增收的同时，也为村民
解决了家门口就业等问题。”杨福瑞介绍，目前大
下庄网格各项目可常年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带
动每位就业村民每年增收3万余元。

>>不拆一树一户<<
“修旧如旧”只为留住乡愁

>>推进集成改革<<
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加快文旅融合<<
“美丽乡村”绽放“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梁玉鹏

　　今年以来，大村镇以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
攻坚行动为契机，统筹存量提质更新和增量结构调
整，聚焦民生需求，将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据悉，大村镇在镇驻地全新打造“一站式”便民服
务中心，整合民政、人社等多个部门，可集中办理120余
项公共服务事项，方便企业、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给群众安全出

行提供便利交通条件，大村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今年，该镇多渠道筹措资金1.4亿元，优化镇村道
路、供水管网、广场公园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总
投资6500万元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和美丽乡村项
目已全部完成；总投资1053万元的菇香广场、龙马
公园、市美休闲广场、高家庄公园等项目全部完工，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此外，大村镇还坚持把民生需求作为各项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农户改厕、住房安全等方面持续
发力。该镇做细做实农村厕所管养工作，累计对3200

余个农户厕所进行维修，对全镇12座农村公共厕所
进行长效保洁维护；统筹协调资金180余万元，对全
镇54户低收入困难群体的住房进行改造加固；完成
清洁能源取暖改造1257户，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今年，大村镇共投资8449万元推进16个民生实事
项目，涉及就业保障、文化服务、困难群体帮扶、教育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目前16个项目
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大村镇将创新突破、加压奋进，
以城市更新建设的“加速度”打造更多高品质活力空
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村镇以城市更新建设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激活区域发展活力

今年16个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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