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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记者来到刘家崖下村村民
刘术东的海参养殖基地，看到他正忙
着加工海参。只见鲜活的海参被捞上
岸后，立即被开膛去除内脏，随后被
放入锅中煮熟，最后被送入烘干箱中
烘干。“经过3到5天的烘干，干海参就
加工完成，可以上市了。”刘术东说。
　　据了解，刘家崖下村地处琅琊镇
南部，拥有1.8公里的海岸线，盛产各
种鱼、虾、蟹等海产品，是一个以渔业
生产发达、自然风光优美而闻名的
渔村。
　　“我们出产的海参品质上乘，根
本不用为销路担心。”刘术东自豪地
说。近年来，随着琅琊海参的名气越
来越大，刘家崖下村的海参养殖产业
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里
出产的海参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在
市场上广受欢迎，也给当地养殖户带
来了不菲的收入。除了海参养殖，刘
家崖下村的海产养殖户还采取了南
美对虾与梭子蟹等季节性海产品交
叉养殖的策略，以此作为增加收入的
途径。
　　海产养殖业的发展，不仅充分利
用了当地丰富的海洋资源，还有效解
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刘家崖下村村
民刘洪贝感慨地说：“以前在外地打
工，虽然收入不错，但总是牵挂家里
的老人和孩子。现在好了，我在村里
的海参养殖场工作，既能照顾家庭，
又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随着海参产业的不断发展，刘家
崖下村的村民们也享受到了实实在在
的实惠。他们有的通过海参养殖实现
了发家致富，有的通过参与海参加工、

销售等环节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

　　“自从村里进行了环境整治，道
路变得更干净了，空气也清新了，以
前那个美丽的小渔村又回来了。”刘
家崖下村村民刘庆谈及村里的变化，
满心欢喜地说道，“不仅环境变好了，
村里还新建了休闲广场，我们有了活
动的地方，心情也更舒畅了。”
　　曾经的刘家崖下村，道路破损严
重，路旁杂草丛生，排水设施淤堵。而
现在，破损的路面已全部修复，交通
标线清晰醒目，排水沟经过整治加装
了盖板，既美观又实用，保障了村民
安全。
　　与此同时，美化工程为村庄增添
了生机与活力。村口处矗立着一座以

“山水田园”为主题的雕塑。村内主要
道路两旁，新栽种的樱花树和银杏树
错落有致，为村庄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色彩。原本闲置的空地被打造成了村
民休闲广场和儿童乐园，村民在这里
锻炼、聊天，欢声笑语不断。休闲广场
还设置了老年人活动区，配备了适合
老年人的健身器材，为老年人提供了
一个舒适的休闲娱乐场所。
　　此外，村里还对老旧的路灯进行
了更换，全部升级为LED节能路灯，
不仅照亮了村庄的夜晚，也提升了村
民夜间出行的安全感。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刘家崖下青
岛市和美乡村建设项目。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800余万元，
涵盖排水设施改造、绿化美化、立面
整治、道路硬化、照明提升等多个方
面，旨在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
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同时，项目还依
托当地产业优势，以生态农业为基

础，推动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多
元化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走进刘家崖下村的文化大院，墙
面上绘制的“孝老爱亲”“邻里和睦”
等家风家训格外醒目。近日，一场以

“深化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为
主题的宣讲会在刘家崖下村举行，宣
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身边
的典型事例，向村民讲解了陈规陋习
的危害和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
　　宣讲会上，村民们讨论最热烈的
就是天价彩礼和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当自觉抵
制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
婚俗陋习。“礼钱不在乎多少，只要小
两口幸福就好。特别是女方长辈，要
为后代人着想，不要给子女增加负
担，别去攀比，儿女幸福就是我们最
大的幸福。”村民陈玉香说道。
　　除了推进移风易俗，刘家崖下村
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引导村民广泛参与，共建美丽家园。
　　刘家崖下村的蝶变是琅琊镇推
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琅
琊镇高标准建设“琅琊渔歌”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整合闲置土地2000余
亩，恢复耕地700余亩，“向野新生·农
世界”等6个重点项目集聚成势。精心
策划“夏至琅琊”旅游季、“嗨海季”等
系列活动，引入伴山伴海旅拍社、研
学营地、琅琊手造等20余家企业，构
建起多业态、多场景、多层次的旅游
品牌矩阵，今年1至10月累计吸引游
客80万人次、全镇旅游收入超1亿元，
龙湾商业街获评“青岛市创业型特色
街区”。

 大力发展海参养殖产业 改善村庄基础设施 积极培育文明乡风 

刘家崖下蝶变记
　　□本报记者 徐丽

　　冬日里，行走在琅琊镇刘家崖下村，只见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平坦整洁、休闲广场设施齐备。近年来，刘
家崖下村通过大力发展海参养殖产业、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积极培育文明乡风等举措，不断拓展和美乡村
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奋力绘就产业强、村庄美、乡风好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刘家崖下村将原本闲置的空地打造成休闲广场。

田园变身课堂，传承农耕文化
宝山镇打造“乡情宝山”农耕研学品牌，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王艺华
　　本报通讯员 陶雯雯

　　将文化资源串珠成链，创新
推出非遗文化体验、追寻农耕记
忆等特色研学路线；整合蓝莓
园、苹果园、猕猴桃园等园区资
源，推出亲子休闲游、花果飘香
游、甜蜜伴侣游、特色乡村游、采
摘乐园游等旅游路线，同时将其
融入研学体验……近年来，宝山
镇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
的人文底蕴，打造“乡情宝山”农
耕研学品牌，以研学赋能乡村旅
游，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为了进一步打造精品研学课程，提
升实践育人成效，宝山镇加强与高校院
所的交流互动，引入天津师范大学、山东
科技大学、山东女子学院、青岛西海岸新
区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等院校的师生力
量，共同助推蓝莓产业强镇建设。
　　今年以来，辖区内“校地共建”以“强
国复兴有我”“青年风采展示”“文明行为
引导”等为主题，全面涵盖理论宣讲、科
普助农、文化文艺、移风易俗等服务项
目，推动惠民服务向基层治理末梢延伸。
同时，“非遗进校园”“创意营销大赛”等
特色活动走进新区校园，提升了宝山镇
非遗文化和特色果品的影响力。

　　走进沃泉山庄，锄头、镰刀、手推
车、石磨等农耕器具一应俱全。据悉，沃
泉山庄是青岛市未成年人社会课堂和
青岛市研学基地，在这里，孩子们可以
化身小农夫，亲自体验磨豆腐、犁地、锄
草等农业生产活动，在劳动体验中了解
我国传承千年的农耕文化。
　　近年来，宝山镇将辖区古色古香的
白家屯国画村、历经百年风雨的古树珍
木、原汁原味的农耕记忆体验馆等文化
资源串珠成链，创新推出非遗文化体
验、追寻农耕记忆等特色研学路线，通
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
农耕文化魅力，锻炼吃苦耐劳的品质。

　　宝山镇发挥生态、产业、文化等优
势，整合蓝莓园、苹果园、猕猴桃园等园
区资源，推出亲子休闲游、花果飘香游、
甜蜜伴侣游、特色乡村游、采摘乐园游
等旅游路线，同时将其融入研学体验，
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年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在蓝莓园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
察蓝莓的生长过程，体验采摘的乐趣；
在水云间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垂钓、
野炊，收获拥抱自然的快乐；在“寻宝山
居”民宿里，一家人可以围炉煮茶，烹饪
食用田里直供的蔬菜瓜果，感受最质朴
的农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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