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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马镇聚焦
特色产业升级、乡
村振兴提质、乡村
治理增效，深入开
展品质提升行动，
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和美新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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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微短剧风口上，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青岛
藏马山）迅速崛起，成为一个迎风起舞的“爆款工
厂”。藏马镇以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为载体，以藏
马山影视外景地为核心，以微短剧为切入点，盘活文
旅业态，赋能文旅发展，通过影视产业调动景区文旅
发展，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影视+文旅”创新融合样
板。而藏马航空飞行营地同样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转变，飞行营地的跑道不仅承载着少年们的航空研
学梦，同时填补了新区空中游乐项目的空白。
　　在沃野田畴间，一场土地“魔术”正在这里上演。
推动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阡陌纵横的“小田”化
作生机勃勃的“大田”，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最动人的篇章藏在街巷深处。“五朵金花”让乡
村妇女成为治理主角；综治中心的“马嫂说”板凳会
更是将问政搬到了田间小院，干部与村民围坐一起，
让矛盾与纠纷在阳光下消融。
　　影视基地里，剧组正在拍摄一部部精品短剧；在
藏马航空飞行营地，轻型飞机在天空中划出优美弧
线；希望的田野上一派忙碌景象，奏响丰收欢歌；转
角处，“马嫂调解员”温言细语化解邻里纠纷……藏
马镇正以创新为弦，奏响影视文旅、乡村振兴与社会
治理的三重品质交响曲。

　　□本报记者 丁霞

　　以微短剧为切入点，盘活
文旅业态，打造“影视+文旅”创
新融合样板，让群众在“家门
口”实现演员梦；竞逐低空经济
新赛道，藏马航空飞行营地人
气爆棚，飞行体验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打卡；为妇女参与乡村
治理搭建平台、拓展舞台，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五朵金花”的靓
丽身影，综治中心内“马嫂调解
员”耐心化解邻里矛盾……近
年来，西海岸新区藏马镇聚焦
特色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质、
乡村治理增效，积极推进“山水
藏马”乡村振兴片区建设，一幅
影视赋能、低空起舞、治理有方
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以创新为弦
奏响“品质交响曲”

　　今年以来，在新区工委、管委的坚强领导下，藏
马镇以“品质西海岸”建设为引领，坚持创新驱动、融
合发展，聚焦“特色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质、乡村治
理增效”，深入开展品质提升行动，全力解决好发展
和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全镇各项工作全面
提质增效。
　　在特色产业方面，锚定“康养、演艺、游乐、民宿、
滑雪、影视”六大藏马IP，探索“文旅+多业态”融合
发展模式。藏马山滑雪场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君行
藏马年接待量达15万人，藏马航空飞行营地吸引超
8000人次打卡。“疯狂的拖拉机”快手村拖拉机大赛
春耕季在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直播间线上
浏览量达1500万，网络总曝光量超8亿。微短剧撬动
大产业效果显著，全链生态激活文旅基因，北方微短
剧影视基地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影视+文旅”创新融
合样板，累计接待勘景剧组近400个，完成拍摄177
部，获评“年度摄制基地”、金鹏指数·2024中国微短
剧季度排行TOP10等荣誉。
　　在乡村振兴方面，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聚力推进乡村
振兴片区建设、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农业
等工作。构建“政府+合作社+平台公司+共富公司”
多方参与合作的乡村一体化运营模式，盘活乡村土
地兴办产业，推动片区内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聚力拓
宽联农带农、强村富民渠道，以片区化发展撬动全域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藏马”。
　　在乡村治理方面，实施“花开藏马”巾帼助力乡
村治理行动，打造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五朵金花”
平台，形成“家风”带“村风、民风”、“德治”促“自治、
法治”的生动局面。建成“巾帼共富工坊”等26处妇女
实践岗，改造提升美丽庭院130家，六合桥村作为青
岛市唯一代表上榜省妇联美丽庭院风采展。
　　新征程承载新梦想，新使命召唤新担当。藏马镇
将在新区工委、管委的坚强领导下，继续深挖生态文
化资源禀赋，以特色增质效，以创新求突破，以文旅
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
藏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深入开展品质提升行动
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在藏马航空飞行营地，轻型运动飞机准备载客飞行。（本报资料照片）  藏马山影视外景地吸引众多剧组前来取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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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马镇设立“马嫂”拉呱屋，赋能基层治理。（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藏马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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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治理涉及领域广泛，我们结合调研
情况，从问题导向出发，创新打造妇女参与基
层治理的‘五朵金花’平台，将‘半边天’的力量
嵌入治理全链条。”藏马镇副镇长龙鸣朔告诉
记者。
　　“富强花”引领群众致富。打造一批“巾帼
共富工坊”，让有能力的党员妇女在致富带富
上“打头阵”。联合妇联等部门，建立就业培训、
信息推介等合作机制，集结有专长的妇女创业
致富。目前已培育区级“巾帼创业带头人”7人，
打造果多多蓝莓、石榴树下农场等12个妇女创
业项目，近千名妇女成为园区产业工人，实现
农村妇女“巧手兴家”。
　　“宜居花”引领人居环境改善。藏马镇发起
妇女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动员妇女清理房
前屋后、创建美丽庭院、引导垃圾分类，开展绿
色家庭及美丽庭院评选等工作。累计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20余次，改造提升美丽庭院130家。藏
马镇获评2024年青岛市“美丽庭院•幸福家”建
设工作先进镇街，六合桥村作为全市唯一代表
上榜省妇联美丽庭院风采展。
　　“文明花”引领乡风文明进步。发挥茉旺村
党小组组织优势，以“妇女之家”“道德讲堂”等
为载体常态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创新提出
文明花“十破十立”治理理念及措施，依托“五朵
金花”乡村治理驿站开设“文明讲堂”，动员村民
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6000余份，累计开展宣
讲45场，覆盖2000余人次。
　　“和谐花”引领村庄和谐稳定。开展“我为
乡亲守平安”系列活动以及法律知识培训，让
妇女知法、懂法、守法，以法治思维推动乡村基
层治理。依托“马嫂”拉呱屋、妇女议事会等7类
妇女实践岗开展各类活动，“马嫂调解员”队伍

有效调处婚恋情感、邻里关系等矛盾纠纷200
余起，调解率达100%。
　　“暖阳花”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实施“暖阳
计划”，为老年人开展“助餐、助医、助乐”活动。
组建巾帼送餐队，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发放
保温饭盒，开展爱心送餐上门服务，打通“助
餐”服务最后一公里。设置“爱心马嫂”工作
岗，开展“我为老人做顿饭”“我教老人互联
网”等主题活动，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浓
厚氛围。
　　“五朵金花”平台拓宽了妇女参与治理的
渠道，妇女在创新创业服务、人居环境提升、
文明乡风培育、矛盾纠纷化解、邻里互助帮扶
等领域大放异彩，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涵
养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柔性力
量。 
　　藏马镇治理升级的脚步不止于此。该镇深
化运用“群众点题”机制，坚持开门整治。2024
年起创新开展“马嫂说”问廉问政·板凳会，聚
焦公益岗选聘、人居环境问题，干部与群众面
对面，现场回应、解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高标准打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该中心实现信访受理、矛盾调解、法律咨询“一
站式”服务，民政、妇联、综合执法等14个部门
按需轮驻，合力擦亮“马上办”调解品牌，今年
以来，该中心已化解矛盾纠纷240余起。
　　从无到有的微短剧产业基地，成为青岛影
视产业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希望的田野
上，“小田”变“大田”谱出丰收乐章；“五朵金
花”绽放的治理智慧，让妇女力量成为乡村善
治的支点。文旅腾飞、乡村振兴、治理夯基三翼
齐振，藏马镇绘制出村美、业兴、人和的画卷，
为新时代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藏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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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马镇党委书记周瑞彬———

　　在藏马镇丁家皂户自然村，50余亩生姜
和芋头长势正好；在刘家庄自然村，村民们
正忙着给葡萄园浇水……当前，“山水藏马”
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如火如荼。
　　“为充分发挥资源禀赋，藏马镇积极引
导辖区村庄整合土地资源，减少地边界、地
边沟，让‘小田’变‘大田’，吸引培育一批种
植大户、龙头企业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实
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藏马镇镇村建
设中心负责人王培芝告诉记者，今年上半
年，藏马镇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总
要求，重点推进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土地适

度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农业等工作，绘就
振兴新图景。
　 刘家庄自然村共计种植葡萄250余亩，先
后培育出硕硕家庭农场、强硕种植园、鑫嘉
禾种植园等十余家葡萄种植园区；于家官庄
自然村充分利用土地特点优势，持续优化苹
果种植……近年来，藏马镇大胆创新发展理
念，实施“组织发力、党员带头、干群联动”工
作法，构建起“党组织+合作社+国企+农户”
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整合、土地流转、土地托
管等方式，综合施策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
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孙家屯、茉旺、
于家官庄、刘家庄等自然村先后荣获“山东

省乡土产业名品村”等称号。
　　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有效激活了乡村
沉睡资源，为农民增收与集体经济发展开辟
了新路径。目前，藏马镇已推出硕硕家庭农
场、鑫嘉禾阳光玫瑰基地等采摘园30余家，云
茗茶田、贡古窑瓷器工坊、源乡和溪文创村
等乡村研学项目20余个；发掘培育“藏马绿
品”“藏马乡味”“阿朵农庄”“藏马蜜语”等特
色农产品品牌，不断拓展文旅产业外延，丰
富镇域文旅内容，持续放大“山水藏马”文旅
品牌效应。
　　在希望的田野上，藏马镇将持续精耕细作，
奋力谱写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近年来，藏马镇积极探索“文旅+”融合
发展模式，推动农业、影视、体育与文旅产业
深度融合，不断培育新业态、创造新场景，激
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今年5月份，一场别开生面的狂欢———

“疯狂的拖拉机”快手村拖拉机大赛春耕季
在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打造跨界农
业盛宴，树立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该
活动通过快手平台全程直播，直播间线上浏览
量达1500万，同时在线人数超10万人，15位大
V倾情开播，网络总曝光量超8亿；线下同样
热闹非凡，现场观众超千人，共赏农耕盛宴。
　　提起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很多人并
不陌生，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青岛藏马山）
就落户在这里。今年年初，北方微短剧影视
基地（青岛藏马山）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新

媒体短片节上荣登“金鹏指数”微短剧新质
榜，入选全国微短剧基地排行TOP10。
　　“我们将度假区内自然景观、文旅空间作
为拍摄场景，目前梳理出100多个拍摄场景，可
同时容纳多个剧组同期拍摄。”北方微短剧
影视基地（青岛藏马山）运营总监赵泽龙告诉
记者，自落户以来，基地以藏马山国际旅游度
假区为载体，以藏马山影视外景地为核心，以
微短剧为切入点，盘活文旅业态，赋能文旅发
展，推动地方经济与旅游业增长，打造具有
代表性的“影视+文旅”创新融合样板。
　　“藏马镇成立演员公社，开展了一系列
演员培训，还搭建了藏马群演线上平台，联
动基地与剧组实时发布演员招募需求，帮助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演员梦。”藏马镇宣统
委员刘华琼表示。据悉，基地还与海发文化

集团合作成立了青岛影视基地演员中心平
台，收录各类型演员资料，搭建线上发布平
台，为剧组提供专业的演员服务。截至目前，
基地已完成微短剧拍摄177部，其中海外短剧
36部，爆款率达30%。
　　去年，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动全域
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聚焦“康养、演艺、游乐、
民宿、滑雪、影视”六大核心IP，对15个新业态
进行焕新升级。作为文旅新业态之一，青岛
藏马航空飞行营地于去年底亮相，已吸引航
空爱好者超8000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元，
填补了新区空中游乐项目的空白。
　　立足文化旅游资源禀赋，藏马镇在创新
资源整合、深化跨界融合、优化服务保障等
方面持续发力，文旅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品
牌化发展成效显著。

影视赋能 微短剧撬动大产业，全链生态激活文旅基因A

乡村振兴 “小田”变“大田”，蹚出“碎地生金”新路子B

治理有方 “五朵金花”激活治理“她引擎”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