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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新农村

本期“新农村 新视界”系列专题报道带您再次走进荣成市虎山镇

虎虎山山镇镇：：团团结结致致富富 共共创创和和谐谐
虎山镇政府驻东峰山后村，辖46个村民委员会，5个居民委员会，大小企业25家，人口4 . 4万人，面积110平方公里，耕地6 . 3万亩，林地1万亩，海

岸线长30公里，有各类养殖海面、滩涂10万亩。近年来，虎山镇蓝色经济强市崛起，园区建设日新月异，生态农业初具规模，产业机构优化调整，逐步
形成了远洋捕捞、海水养殖、食品加工、机械制造、针织服装、休闲旅游、港口物流等特色产业，基本形成了中部商贸贸服务区、东部新农村建设及农业
产业化示范区、西部沿海蓝色经济带的中东西“一心两翼”发展格局，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省小城镇建设示范范镇、威海市对外开放先进镇、
威海市特色产业镇，位列全国千强镇第760位。

实习记者 姜昱宏
通 讯 员 蒋世平

梁家村别墅群

南于家村属于较早一批
开展环境整治的村，2007年时
村里环境整治就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村容村貌得到很大改
观。村内环境整齐划一，但是
一出南于家村到主干道还有
1500 多米的土路，坑坑洼洼，
瓦砾遍布，使得村民的出行十
分不便。经过村民大会讨论，
南于家村准备齐心协力把这
条路修好。

南于家村集体经济有限，
想要修路，摆在南于家村人面
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为了
获 得 资 金 支 持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村委主任于学令找到了威
海海都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学成。于学成原为南于家村

人，现定居威海。谈起为村民
修路，于学成十分支持，他说：

“身为南于家村民，能为自己
的村子和村民做点事，我很高
兴。希望于书记能带领全村人
民修一条造福一方、造福子孙
的出村路。”于学成的支持给
了南于家村极大鼓舞。虽然有
专门的工程队负责修路，但是
南于家村的全村人力还是共
同投入了到了修路的队伍中。
道路修通以后，南于家村将这
条路命名为“成建路”，立碑记
录村民合力修路的故事。从春
天开始计划修路，到三秋之前
竣工完成，南于家村全体总动
员确实做了一件惠及四邻，惠
及子孙的大事。

南于家村：总是村民一家亲，修路全村总动员

小店村：攻坚克难有毅力，为民服务有创意

一直以来，小店村基础设
施较差，环境恶劣，环境整治工
作难度大。然而，在虎山镇环境
整治评比中却排名第一，全荣
成市排名前十，小店村取得这
样的成就着实非一日之功。

小店村地势低洼，河道淤
积，一到雨季，村里十分容易积
水，内涝问题困扰小店村多年。
考虑到村里的人力、物力、财力
都不足以一次性解决这一问
题，小店村采用“蚂蚁搬家”的
方法，连续几年利用农闲时间，
集中人力，每年依次疏通一段
河道，终于改善了村里的排水
环境。用同样的方法，小店村还
硬化了村里的大小街道，修了
进山路。

小店村人不仅有着坚定毅
力克服困难，还极具创新能力

解决困难。村委主任宋存清向
记者介绍，小店村现在的村民
文化大院以前是个杂草丛生的
大坑。2011年环境整治工作开
始后，“两委”班子合力连续大
干半个月才填埋、平整了这片
土地。小店村本着为民服务的
原则，根据地形地势特点，对文
化大院的设计进行了创意修
改。为了保证排水，村委环绕整
个文化大院外围修建了一圈排
水沟；同时，为了保证院内路面
不被车辆损坏，也使用于村民
活动的设施、场所不被车辆占
用，文化大院的入口设计成了
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桥，越过排
水沟。在院内，记者看到许多老
人安心地享受各种健身设施，
儿童自由地奔跑嬉戏，不必担
心车辆来往影响安全。

五龙村龙腾贝类合作社春季分贝苗

梁家村：城镇化村庄正在崛起

梁家村自然资源比较丰
富，拥有滩涂、参池子各一千
亩，每年有 200多万的集体收
入，30亩的育苗基地每年也可
增收70余万元。凭借良好的集
体收入，梁家村对村庄进行了
合理的城镇化布局，村民福利
待遇也逐渐完善。

2006年时，梁家村就建设
了篮球场、健身休闲场地等。后
来又逐步加大投入对村里的堤
坝、排水沟、进山路等进行了修
整，生产、生活等公共设施比较

齐备。为了改善村民饮水条件，
村里投入十多万元引进了净水
设备，现在已经建成遍布全村
的净化水管道。不仅如此，村里
的饮用水全部免费。梁家村还
十分关注学生和老人问题。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梁传生
向记者介绍：每年出资3万多元
为学生们提供免费的上下学班
车，对于考上大学和研究生的
学生，村里额外给予2000元的
鼓励。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村里鼓励老年人到村民活动中

心参与各种娱乐活动，不仅开
设了老年课程，让老年人学习
新知识，还为参与活动的老年
人提供专项补助。今年村里统
一组织老人们到法华寺旅游，
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2012年，梁家村建起了配
套设施完善的两户一体的二层
小楼，并以成本价出售给村民，
目前已经有135户村民入住。村
里投资建设的综合性居民楼也
有120多户居民入住，一座新型
的城镇化村庄正在崛起。

五龙村：贝类养殖借力腾飞

五龙村拥有丰富的滩涂资
源，海产品养殖一直是村民收
入的重心。随着近一步的发展，
传统的贝类养殖业由于经营分
散，技术条件有限出现了产量
增长有限，经济效益不高的问
题。五龙村认识到，增强集群效
应，选育良种，提高科学培养能
力势在必行。2009年，五龙村正
式注册成立了龙腾贝类养殖合

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邢保华向记者介绍：合作社目
前已发展会员200多名，总养殖
面积达到5000多亩。

合作社成立以来，一方面
着手贝类养殖技术研究，提高
社员养殖水平；一方面加强市
场开拓，积极销售社员产品，增
加社员收入。社员孙贺明养殖
贝类面积200亩左右，他对记者

说，合作社的成立对他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龙腾贝类养殖合
作社不仅聘请专家教授科学的
养殖方式，还带领社员到江苏、
浙江等地参观，学习先进的贝
类养殖经验。之前村民采购苗
种都是各户分散进行，采购的
价格和苗种质量各有差别，容
易受到欺骗也难以维权。合作
社成立以后，为社员统一贝苗

采购，降低了社员独自采购风
险，确保苗种质量和安全，降低
养殖物资供应价格，在出现争端
时也能较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每年正月，合作社会为社员
选购好苗种，次年四月可进行产
品的采收。这一年期间，合作社
会对社员进行多次养殖技术培
训，包括清池、科学放养苗种、驱
逐机械使用等。龙腾贝类养殖合

作社也不断强化品牌建设，增强
市场营销能力，在村民采收结束
之前就为社员联系好客户，实现
了统一销售。龙腾贝类养殖合作
社董事长张杰表示，合作社将继
续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优
化发展环境，培育优势产业，增
强合作社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为
社员和村民们带来福利。史家泊
村：巧用荒地一举双收

史家泊村2011年进行了环
境整治工作，硬化道路、清理“三
大堆”等工作都开展得及时出
色，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观。
2012年度被评为威海市、荣成
市环境整治先进村。但是，村东
面一块3亩左右的荒地却乱石、
杂草丛生，始终没有得到合理利
用，既浪费了资源，又与整个村
干净整齐的风格不相协调。

在荣成市妇联和虎山镇政
府的号召下，史家泊村妇女主任
潘德玲带领全村妇女义务地将
这三亩荒地清理出来，并开展了
花卉苗木种植项目。项目刚开始
进行时，很多村民不理解——— 这
三亩地又脏又乱，能干点啥呢？
潘德玲说服大家：这一次很好的

机会让我们发展这块实验田，这
样荒废着也影响环境，不如先把
它清理出来，种一批苗木看看。
干部带头，群众响应，史家泊村
全体妇女劳动力很快就完成了
清理、栽种工作。看着曾经的这
片荒地上郁郁葱葱的树苗、花苗
长起来了，很多村民表示这项工
作确实改善了环境，也让大家看
到了致富的方向。

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刘建塔介绍，史家泊村投入两万
多元引进了日本樱花、蜀桧等各
种苗木，长成以后一部分用于本
村的环境美化，一部分用于对外
销售。初步估计，这批苗木可以
为史家泊村创造50万元左右的
经济收入。

史家泊村：巧用荒地一举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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