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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山里青岛市乡村振兴片区
地处铁橛山、月季山、睡牛山三山合
围的丘陵谷地，典型的小盆地气候和
沙壤土质为樱桃生长提供了绝佳条
件，使杨家山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樱
桃之乡”。片区深耕原种原产，因地制
宜，撬动各类资本6亿余元，种植黄
蜜、红灯、含香、佳红等20余个樱桃品
种，发挥优良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沙
壤土质优势，打造24个百亩产业园和
400余个精品采摘园，打响以樱桃为
代表的“优种优育、原汁原味”土特
产，500多户农户年增收1000余万元。
铁山街道联合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大
学等高校推进种业振兴，对樱桃品种
推陈出新，樱桃良种覆盖率达98%以
上。杨家山里现存百年老樱桃树1000
余棵，其中200年以上树龄的樱桃树
100余棵、150年以上树龄的樱桃树
300余棵，这些历经沧桑的古树见证
了杨家山里樱桃栽培系统600多年的
发展史。
　　“我们这里的樱桃个大、肉甜、多

汁，红似玛瑙、黄如凝脂。”杨家山里
樱桃种植户杨振杰介绍，自家种了七
亩左右的樱桃树，这几年，随着杨家
山里樱桃知名度越来越高，来这里旅
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樱桃不愁卖。杨
振杰表示，每逢樱桃成熟的时节，他
和家人每天凌晨4时就起床摘樱桃，
一摘就是一天，单凭樱桃一项，每年
就能收入6万元左右。
　　目前，片区内现有小樱珠、大樱桃
5100余亩，精品采摘园400余个。得益
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杨家山里樱桃成
熟期比沿海地区早10天左右，每年5
月至6月吸引游客超20万人次，成为
新区乡村旅游的“金名片”。

　　此次拟入选省级农业文化遗产，
不仅是对杨家山里樱桃种植技术的
认可，更是对其“人地和谐”农耕智慧
的褒奖。当地农民通过“三山环抱、一
河穿梭”的自然格局，构建了“山顶松
柏戴帽、山间果树缠腰、山下粮菜丰
茂”的立体生态系统，既保持了水土，
又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文化传承方面，杨家山里将樱桃
种植与红色文化、齐长城文化深度融
合。红色教育基地年接待游客3万人
次，齐长城文化馆串联起沿线文旅资
源，樱桃采摘节成为展示民俗文化的
重要平台。自2025年春节以来，该片
区已累计接待游客42万人次，实现文
旅消费8200万元，形成了“春观樱山、
夏游花海、秋尝百果、冬享雪趣”的全
季旅游模式。

　　“过去樱桃只能卖鲜果，现在延
伸出果酒等25条产业链，亩均效益提
升3倍以上。”青岛尚臻百果酒庄董事
长冷启成介绍，企业近五年收购樱桃
300余吨，生产的樱桃酒远销北京、江
苏等地，带动农户年增收超400万元。
　　为推动产业标准化发展，在今年
举办的樱桃采摘节上，“联农聚力·樱
约共富”杨家山里一体化运营平台樱
桃产销联盟正式成立，通过统一包
装、认证和追溯体系，提升市场竞争
力。同时，引入“党建+信用村”金融
模式，获授全市首批信用村称号，破

解了农户融资难题。

　　近年来，铁山街道积极探索农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集蔬果采摘、
农耕文化、主题赛事、红色教育、休闲
旅游等多元文旅业态，杨家山里成为
省内有口皆碑的休闲旅游地标。杨家
山里樱桃采摘节已连续举办23届，每
年吸引20余万人前来赏花、采摘，“樱
桃”在杨家山里延伸出赏花、摘果、精
深加工、特色文创、文旅IP等多元价
值，成为强村富民的支柱性产业。
　　从明朝初年的零星种植到如今
的产业集群，杨家山里樱桃栽培系统
见证了新区农业的变迁。这项凝结着
世代农民智慧的文化遗产，正以生态
保护为基、文化传承为魂、产业融合
为翼，书写着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乡
村振兴交相辉映的新篇章。
　　下一步，铁山街道将引进优质生态
旅游项目，打造智慧农业新场景，开
发旅游文创新产品，大力提升核心竞
争力和品牌辐射力，进一步擦亮杨家
山里青岛市乡村振兴片区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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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传承创新，育出富民大产业
　　□文/图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示第
三批山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名录，西海岸新区杨家山里
樱桃栽培系统入选。这项延续
600余年的樱桃种植体系，以其
独特的生态智慧、文化内涵和富
民效应，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
出，标志着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取得新突破。

  5月初举办的杨家山里第23
届樱桃采摘节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体验采摘乐趣。（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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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本报记者 丁霞

　　近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公布了2025年第一批“青岛市创
业型特色街区”评选结果，薛家岛街道
天目山路创业商业街成功入选。此前，
薛家岛街道烟台前海鲜一条街、南
岛“嗨儿街”、金沙滩啤酒城等3条街区
已先后获评“青岛市创业型特色街
区”，其中金沙滩啤酒城还被评为全省
首批创业型特色街区建设单位，街道
整体创业氛围浓厚，创业成果显著。
　　“天目山路创业商业街位于薛家
岛街道中心地段，交通便利，紧邻金
沙滩风景区、金沙滩啤酒城等景点，
商业氛围浓厚。”天目山路社区党委

书记申佳丽告诉记者，天目山路创业
商业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依托旅游风景区，鼓励社区居民
发展特色美食、民宿和旅游产业，激
发群众创业活力。据了解，天目山路
创业商业街共有230家商户，其中190
家餐饮店、9家宾馆旅店、15家美容美
发店、7家超市商店、5家药店、4家旅
游及房屋中介，带动就业千余人。
　　天目山路创业商业街汇集各地特
色美食，持续引进各类优质创业项目
入驻，同时发挥夜市经济引领新型消
费作用，打造“烧烤一条街”特色夜
市，为创业拓展空间，培厚经济发展沃
土。近年来，天目山路创业商业街累
计扶持创业5000余人次，带动就业

1500余人次。
　　据介绍，天目山路创业商业街着
力打造创业生态圈，与社区共建单位
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西海岸新区商务局联合建立社区创业
孵化基地，提供场地、设备设施、导师
指导等支持，帮助创业者快速成长；设
立创业服务中心，为创业者提供法律
咨询、财务咨询、市场推广等创业服
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定期举办创业
大赛、就业培训等活动，邀请创业者
分享经验，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天目山路社区依托‘就享家’乐
业服务站，向居民宣传就业政策、招
聘信息以及技能培训信息，打造‘线
上＋线下’全覆盖服务模式，变‘群众

问政策’为‘政策追群众’。”申佳丽介
绍，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楼院微信
群等途径广泛发布最新创业政策和
岗位信息，为用工企业和劳动者进行
精准就业匹配；线下全方位、多维度
开展“就享家”乐业服务站宣传活动，
建立“网格员+社区就业达人”机制，
依托社区党群服务站、人大代表之
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载体，把“就
享家”乐业服务站宣传活动融入各阵
地，立足群众需求，创新工作思路，提
升居民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下一步，薛家岛街道将继续做好
创业服务工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更多群体参与创业，深入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