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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乡”依 双向奔“富”
——— 铁山街道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杨家山里实践”

　　□本报记者 梁玉鹏

　　铁山街道素有“半步田园一步
城”的美誉。近年来，铁山街道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统筹推进都市智造产业园打
造和杨家山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建设，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全面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奋力
谱写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同互
惠、全面融合、共同富裕新篇章。

　　群山环抱、绿树掩映、山花烂漫、
溪流涓涓，古色古香的村落让人流连
忘返。这是杨家山里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的真实写照，也是铁山街道秉持厚
植绿色优势、推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的生动体现。
　　据悉，铁山街道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共
富路径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通
过常态化抓好2.2万亩山林生态保护
修复，持续开展山林综合整治与“增
绿”工程，恢复森林植被近500亩。目
前 ，杨 家 山 里 片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9%，铁山水库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100%。为了推进片区内整体统一发
展，铁山街道还聘请浙江大学、农道
天下等专家团队实地考察，科学编制
村庄发展规划，“修旧如旧”式保留胶
东传统村落风貌，并守护百年国槐、
百年村落，留住乡土、乡水与乡愁。
　　“这里不仅风景美、空气好，旅游
配套也很完善，游玩体验感非常好。”
游客丁翔勇告诉记者，杨家山里片区
是他周末遛娃的好去处。
　　据了解，铁山街道以“全季旅游、
全域打卡、景村一体”为目标，高标准
实施基础设施配套、环境品质提升、
公共服务配套“三大工程”，推动城乡
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统
筹推进水电路网建设，在杨家山里片
区布局11处停车场、6处公共厕所、2
处游客服务中心，安装386盏太阳能
路灯，提升5.5万平方米的进出村
道路。
　　与此同时，铁山街道还统筹城乡
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布局九年一贯
制学校，建设5处村办幼儿园、1处街
道卫生院、15所村卫生室、1处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和10处助老食堂，促进优
质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均衡发展。统
筹城乡文化资源，打造乡村大舞台、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齐长城文化
馆等文化地标，培育鹤翔艺术团等本
土文艺团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和志愿服
务活动。打造数字乡村一张图，实现
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远程教育及医
疗服务等场景全覆盖。

　　近年来，铁山街道依托优良的自
然条件，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标
准化培育5000亩樱桃和1000亩茶
叶、蓝莓、葡萄、猕猴桃、杜鹃花等

“一个五、五个一”优势产业体系，打
造24个百亩产业园，打响一批“优种
优育、原汁原味”土特产，500多农户
年增收1000万元。该街道还加快探索
智慧农业，安装土壤检测、病虫害监
测等智能设备，实现田间管理数字
化。截至目前，铁山街道已获评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并创建省级乡土产业
名品村7个、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2个。
　　铁山街道还积极引导铁山工业
园二三产业向农村衔接，延链布局农
机装备、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
等业态，培育19家深加工企业，支持
21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农产
品产地初加工，形成樱桃酒、薯干、粉
条等25条特色农产品产业带，打造4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
个市级知名农产品品牌。结合“樱有
尽游”“三生有杏”“蒸蒸日上”等“山
里好物”打造系列乡村伴手礼，获评
山东省乡村文创品牌。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铁山街
道通过创立“生态+文旅+体育+节
庆”乡村振兴农文旅体融合IP，打造
越界山冰雪大世界、齐长城月季花谷
等23处旅游示范点，推出“春观樱山、
夏游花海、秋尝百果、冬享雪趣”全季
全域全时旅游模式，加快乡村旅游、
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健康养老等新

业态培育。
  与此同时，铁山街道深入挖掘红
色文化、齐长城文化、影视文化内涵，
打造中共青岛工委旧址、齐长城文化
馆、后石沟乡村影视基地。其中，影视
基地先后吸引《温暖的味道》《南来北
往》等27部影视作品到村取景拍摄，
推动了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此外，
街道还依托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契机，打造红色研学体验线，共计接
待2700场次、30余万人。

　　铁山街道以“把第一时间交给群
众”基层治理品牌为引领，推动自治、
德治、法治、数治“四治”融合，充分发
挥村民议事会、“德育积分兑换”机
制、“小院课堂”法治服务微阵地、乡
村治理数字化管理平台的作用，引导
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睦邻和家、乡村
发展等事务全过程，获评全省新时代

“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实
施人才振兴“千百十”工程，铁山街道
吸引高校毕业生、“齐鲁工匠”等人才
返乡创业，与铁山工业园内企业、杨
家山里一体化运营平台企业等36家
企业开展合作，提供电工、绿化、花种
培育等23类岗位，助力630余名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和优秀人才返乡有机融合，
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为有效破解农村融资难问题，铁
山街道先后与中国农业银行等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获授全市首批“党建
+信用村”，服务263名新型经营主
体，有效破解农村融资难问题。同时，
大力引导工商资本入乡，与中国石化
青岛炼化公司建立结对关系，吸引23
家企业提供6.5亿元资金和技术支
持，建成隆禾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
目，年产值达3亿元，实现企业、村集
体、村民共同发展。

　　铁山街道全力打造“杨家山里”
区域公用品牌，做优做强“红色文化
+绿色生态”乡游、“山里樱桃”乡品、

“田园旅居”乡宿等十大“乡+”子品
牌，通过“母子”品牌有序联动，构建
杨家山里品牌矩阵，实现统一品牌形
象、统一经营监管、统一宣传推介，利
用乡村驿站、三农直播大厅、杨家山
里“易游山里”小程序等线上线下渠
道统一展销，结合乡村旅游节、田园
生活节等全域文旅活动加大宣推，加
速集聚人气、商气。
　　去年12月，全省首家乡村振兴一
体化运营平台——— 杨家山里一体化
运营平台在杨家山里片区启动运营，
建立“打造一个平台、打响一个品牌、
N个主体共建共享”的“1+1+N”联动
运营模式，将片区内景点、民宿、研学
基地等资源打包开展“订单式”运营，
联动开展35项一体化运营活动。“平
台启用后，我们整合资源将杨家山里
建成开放式景区，发挥平台企业游客
引流的功能，以及青岛市乡村振兴一
体化平台优势，满足游客吃、住、游、
购、娱需求。”青岛融源杨家山里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苗苗介绍。今
年上半年，杨家山里片区累计接待游
客56万人，民宿、餐饮等订单同比增长
超30%，旅游收入超1亿元。
　　此外，铁山街道还建立杨家山里
强村共富公司，通过资产经营增收、订
单生产增收、研学服务增收等方式推
动村集体经济增长；创办田园土地合
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民宿餐饮
合作社，全面盘活“人、地、房、钱”等
各类乡村资源，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将村民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实
现订单农业保底获益、就近劳务获益
等7类收入，探索出了“以一体运营链
接市场、以共富公司联村强村、以专业
合作社联农带农”的共享共富机制。

　　杨家山里片区景色秀丽，尽
显生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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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好资源”
推动城乡发展多元协同

一体规划

打造“好产品”
实现城乡产业多元融合

协同发展

创新“好机制”
激发乡村发展多元活力

畅通要素

共享“好前景”
探索富农增收多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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