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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源优势 建设幸福泽库
隔实习生 丛 佳
隔通讯员 林宝树

泽库镇位于文登市最南端，南
濒黄海，北与侯家镇为邻，西与南
海新区小观镇隔海相望，东经长会
口跨海大桥与荣成市虎山镇相接，
三面环海，镇政府驻泽库村。辖23

个村民委员会，人口2 . 2万人，面积
61 . 8平方公里，耕地1818 . 6公顷，海
岸线长39 . 84公里。

泽库镇属典型的温带海洋性

季风气候，其特点光照充足，四季
分明，无霜期长，春季干旱多风，夏
季雨量集中，秋季温和凉爽，冬季
干冷少雪。全年气温日平均12度，
年降水量800左右，最暖月出现在8

月，甚至延至 9月；最冷月为 2月。
2012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7 . 53

亿元，财政收入4443 . 4万元，与2011

年相比增长了36 . 2%。农民人均纯
收入16346元。境内地势平坦，无河
流；交通便利，省际环海公路穿境
而过。文登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的

地方公路——— 圣海路于2011年10月
1日正式竣工通车，连接泽库镇与
文登城区，加速城区与南海两大板
块融合对接，是实现陆海统筹、联
动发展而规划建设的一条战略大
通道。境内有五垒岛湾畔、牛心岛、
里岛、长会口跨海大桥等风景名
胜，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沿海资源
丰富，盛产多种名优水产品——— 刺
参、大菱鲆、安康鱼、鲅梢、鱿鱼、虾
米、梭子蟹、爬虾、蜢子虾酱等。浅
海滩涂盛产扇贝、夏贻贝、蚬子蛤、

花蛤、刀劈蛤、牛眼蛤、大海螺、小
海螺、缢蛏、牡蛎等50多种贝类，其
中牡蛎资源尤为丰富，全年产量约
6万吨。拥有养参面积10000多亩，育
苗面积6万立方水体。每年二十四
节气中的“谷雨”，为沿海渔民传统
的开渔节，俗称“谷雨时节，百鱼上
岸”。文登沿海渔家有家家做面塑、
蒸饽饽祭海的习俗。泽库大饽饽也
因制作工艺复杂、造型多样、松软
可口而久负盛名。泽库镇以此为契
机，举办了“渔民节”庆典活动，并

举办了传统面塑及“南海大饽饽”
蒸做大赛和做客渔村品“渔家宴”
活动，进一步弘扬民俗文化，倡导
和扶持面塑艺术的发展，提升商业
价值，进一步深挖南海旅游资源，
把这一纯手工制作的绿色食品打
造成文登的旅游特色品牌。镇域特
色经济主要有船舶制造、海洋捕
捞、滩涂养殖、水产品加工、国际海
上商贸运输、毛皮动物养殖等，海
参养殖发展早、规模大，成为山东
省海参养殖生产基地。

前岛村：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泽库镇前岛村集体养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与其他
传统养貂村不同的是，在其他村个体
养殖业迅猛发展的时期里，前岛村却
30年来如一日发展集体经济，致力于
为民造福、为百姓谋利，把全体共同
富裕的路子越走越宽。

在村东的貂场内，刚刚在貂棚里
忙完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元进微笑着
对记者说 :“不忙不行啊，我们村有
2500多口人，解决这么多人的福利待
遇，光靠出租滩涂是不够的，还要寻
找新的商机。这些种貂可是我们村的
宝贝，村里的集体收入可全靠它们
了。”

在貂场工作的村民李新民自豪地
向我们介绍:前岛村村民的福利待遇
在十里八村可都是数得上的，每人每
年都有2000元的福利金，60至65周岁

的村民每年是4000元，65岁以上的老
人是6000元，除了这些，每年三大节
的福利开销、村民们参加新农合的费
用都由村集体承担。而支撑这一切的，
都来自于前岛村的集体经济。

据李元进介绍：1982年，村集体
建起了村内首个貂场，到现在，30多
年的时间过去了，养貂场规模几经扩
大，目前存栏种貂1 . 7万多头，年可为
村集体创收四、五百万元。但村委领
导班子并不满足于此，采访临结束
时，李元进还积极向记者介绍村里的
万亩滩涂，希望记者能帮村里留意一
下哪里有意向客户。

临走时，记者看到位于半山的貂
场和沿海壮观的万亩滩涂，越来越感
觉到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坚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才是实现发展的最佳路
径。

泽库村：旧村改造的新探索

泽库镇泽库村地处镇驻地，从
2008年起，泽库村就拉开了旧村改造
的序幕。但如何利用好旧村改造，做到
既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又能兼顾老
中青各个年龄段的村民的生活习惯和
居住需求，成为萦绕在村党支部书记
侯建刚脑海中的难题，

“旧村改造是一件惠及村民的好
事，但由于该项工作涉及全体村民的
切身利益，我们在制定改造方案的时
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据侯建刚介绍，
经过综合考量，针对村里返乡青年增
多、青年人喜住楼房的实际情况，村里
建起了160多套多层楼房，村民可以
用原来的平房置换，年轻人可以住新
楼房，老年人不习惯住楼房可以住孩
子的旧房，既满足了青年人和老年人
不同的居住需求，又减少了经济负担；
针对原来居住在外地的返籍居民，村
里也双手欢迎，除了可以在本村买楼
居住，他们在物业、水电等方面都可享
受和本村村民同样的待遇。

第一轮改造下来，盖一部分，迁一
部分，拆一部分，所有的村民都发现，
村里比以前更美了，大家的居住条件
比以前更好了，而大家的利益也得到
了最大的兼顾，可以说泽库村的第一
轮旧村改造取得了多赢的效果。

接下来，村委制订的商业开发住
宅项目也通过了政府的审批，该项目
与开发商合作，村民们原来的老房子
可以按比例折算，100平米老房可以
换到一套75平米的新楼房，同时村民
们可以入股的方式分享开发建设得到
的利益，大家成为一个利益整体，开发
推进的进展十分顺利。

2010年5月，从北京传来喜讯，泽
库村凭借着科学的规划建设和整洁的
村容，生态环保的居住环境，获得了

“国家级生态村”的荣誉称号，实现了
威海市创建国家级生态村零的突破。
徜徉在现在的泽库村，一个崭新的现
代化新农村社区已经呈现在人们面
前。

寨前村：吹响环境整治“集结号”

近日，记者采访了威海市环境整
治先进村——— 寨前村。汽车一进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条整洁的水泥马路，马
路两边竖立着一排水泥围栏，蓝白喷
漆相间，分外醒目，倍感清爽。

在村委大院，我们见到了村民费
夕汉，据他介绍，上世纪60年代，寨前
村挖了一条水沟和两个占地各7、8亩
的水库，由于以前无人监管，村民将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和农业废

弃物任意排放，致使水沟、水库成了村
里的垃圾点和污染源，“污水乱泼、垃圾
乱倒、粪土乱堆、杂草乱跺、畜禽乱跑”
是当时寨前村环境的真实写照。

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以来，村党支
部书记邵伟强多次参加威海市、文登
市组织召开的动员会议，组织村民去
其他乡镇考察学习，通过多方的动员，
终于做通了全体村民的思想工作，村
民自觉拆除猪圈、鸡窝等违规建筑以

尹家村：新农村里的新气象

窗明几净的农家庭院，干净
通畅的街道路面，整洁靓丽的村
容村景……

近日，记者来到泽库镇尹家
村，漫步村里的大街小巷，目之
所及、耳之所闻，村民对身边环
境的改观赞不绝口。村民刘昌元
告诉记者，尹家村过去是一个典
型的落后村，村中环境脏乱差，
村民乱搭乱建十分严重，村里没
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污水随意四
处横流，池塘边都是垃圾。

自09年开展环境整治工作
以来，尹家村筹资200多万元，利

用村内闲置房屋改建了社区服
务中心，修建起了街心公园，引
进了百日红、云杉、华山松等苗
木。

据村党支部书记侯成合
介绍，社区服务中心里设置了
便民超市、医疗室、洗浴室、党
建活动室等，进一步提升和改
善了全村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每到晚上，村民都自发到公园
跳舞、耍腰鼓、踢健身球。如今
的尹家村，开窗可见绿，出门
可踏青，鸟语花香，四季如春，
真正实现了“村在林中，房在

树中，人在绿中。”
2012年年底，侯成合作为新

农村建设的先进个人受到了威
海市的表彰，并获得了1万元的
奖金，侯成合将这些奖金全部捐
给了村集体。

“其实侯书记做的岂止是这
些！”刘昌元感慨地说：“在他的
带动下，尹家村从事塑料包装经
营的业户共有6家，辐射到周边
村的业户还有3家，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5000多万元，尹家村如今
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塑料制品
专业村。”

滩西头：靓丽巾帼促和谐

在文登泽库，提起滩西头
村，大家都知道村里的妇女工
作做得特别好。

早在2011年，在村集体的
支持下，在村妇女主任姜英莲
等几位文艺“能人”的带领下，
村里成立了泽库镇最早的腰鼓
队。在这支队伍的带动下，腰鼓
舞一时在泽库镇风靡开来，很
多村子都活跃着一支英姿飒爽
的妇女腰鼓队。滩西头村妇女
还多次引领潮流，先后组建起
了扇子舞表演、秧歌队、无极健
身球等多个表演团队。随着村

里文艺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村里也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文
艺能人，滩西头曾多次代表镇
上参加各级文艺汇演、文艺选
拔赛，在“唱响文登”文艺汇演
中获得过优秀成绩。

由于文登南部沿海村庄自
古以来每逢重大节日都有蒸大
饽饽的习俗，所以泽库妇女的
手都很巧。滩西头村妇女王海
妍从小就做得一手好面食，并
多次在镇上举办的蒸大饽饽比
赛中获得第一名。前几年，她看
到了这里蕴含的商机，组织起

了村里的妇女专门蒸制各种饽
饽，把文登南海大饽饽卖到了
威海、济南等大城市的大酒店、
大宾馆。一个个雪白的“胶东大
饽饽”成了展示村里妇女才艺，
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特殊载
体。

据村党支部书记王桂有介
绍，早在2011年，村里就组织成
立了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多次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参与环境
整治等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可
以说，村里的民风和谐，离不开
全村妇女的共同努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经济也在
以新的方式大步前进，全民正在齐心协力建设新农村。与此同时，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视界不断开
阔。为此，本报特别开辟“新农村 新视界”系列专题报道，探访威海部分乡镇村落。本期带您走进文登
市泽库镇，带您了解新农村的新视界，见证新农村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及“三大堆”，投入110多万元进
行环境整治，对河道和水库垃圾
进行重点清理，一举解决了之前
的“脏、乱、臭”等问题，昔日包围
主干路的垃圾堆已悄然不见，村
庄旧貌换新颜。在村委办公室，
费夕汉指着墙上一面面锦旗，话

语中充满着自豪，“我们全村的
努力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认
可，这些锦旗和奖状就是对我们
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临走时，费夕汉给我们讲了
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在外打工
的村民去年年底回村，车进村他

没有认出来，居然坐过了站，直
到在村里下了车，他也不相信
这就是他们原来的寨前村，几
代人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梦
想，眨眼间竟成了现实，生活在
这样的村庄里，人们的心情怎
能不敞亮？

弓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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