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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
看章丘区文祖街道如何破题成势

支倩倩 报道

构建“一廊五区”
发展格局

文祖街道地处章丘南部山
区，总面积120平方公里，辖22个
行政村和1个社区，4 . 3万人。虽
然对于山区街道来说，推进乡村
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比较
大，但是，文祖街道挖掘出了其特
有的交通区位、人文资源、生态环
境三大优势，形成了以“齐鲁古道

文旅走廊”为主轴，以三元都市
田园区、三德范文旅核心区、东张
山水体验区、大寨非遗文化区、驻
地文创产业区为主体的“一廊五
区”发展格局。

五区的具体框架是：三元都
市田园区引进一期投资1 . 2亿元
的多彩农庄田园综合体、投资
5000万元的舜耕九州休闲农庄、
投资1500万元的百菇园等项目，
推动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
转变。同时，串联石子口、青野、三
德范等历史文化名村和齐长城、

锦屏山、东张山水等特色名胜，规
划游山水景观、赏古风遗韵、住特
色民宿、购特色采摘、品特色美食

“五大精品旅游路线”，打造古村
古韵、乡愁体验、生态养生、科技
文创于一体的“齐鲁古道·文旅走
廊”。三德范文旅核心区立足国家
级森林公园锦屏山资源禀赋，结
合三德范庄国家级传统村落特色
文化，实施归园田居原乡民宿项
目，打造民宿集群。东张山水体验
区以东张泉水为依托，实施山水
改造项目，打造泉水园林景观、泉
水游乐项目、星级民宿以及相关
配套设施。大寨非遗文化区突出
非遗文化传承与利用，在石子口
村建设非遗一条街，打造齐鲁跨
国小火车项目；在青野村实施悠
然见生态农业园项目，与五音戏
博物馆结合，打造五音食府（婚
宴）、五音憩园（散客、家庭），打造
集休闲、文创、民宿为一体的特色
旅游。驻地文创产业区借助“流苏
节”大型活动，建设甘泉村“流苏
园”，做强流苏产业，打造“流苏树
下”特色文化。

“这五个片区，覆盖了文祖街

道所有行政村，为强村富民奠定
了基础。”文祖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孟园园说。

人才与产业
同频共振

绘好产业蓝图，如何使其落
实落地，释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动力？文祖街道结合以“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为主要内容的“三变”改革，坚
持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注重
以政策资金、乡情乡愁链接人
才，创新实施以乡村创业平台
链接村落资源、专业运营团队，
实行村庄市场化运营新模式，
片区内17个村，水河、西窑、石
子口、东张、黑峪全部有运营主
体，开拓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目
前，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合
作，引进高校硕士、博士等创业人
才12人，落地秸秆烟素水溶肥项
目、源虎黑猪高蛋白玉米、生物检
测实验室等农业科研成果3个，打
造“村集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试验点。与章丘区龙山产发集团

合作，盘活集体资产，打造“村集
体+国企”项目合作试验点。

文祖街道坚持乡村振兴“文
化铸魂”，加强传统村落、文物古
迹、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建设全
域旅游导视系统，每年举办齐长
城文化艺术节、三德范扮玩等民
俗活动近10场，“甘泉流苏”“青
野五音戏”等品牌成为“齐鲁古
道·文旅走廊”的重要文化名
片。整合各类资金2亿元，谋划布
局农文旅产业12个，扶持时养山
居、五音传习所、友谊葫芦、中禾
恒粮4个文旅项目发展，招引舜耕
九州、郎山药谷、悠然见等9个特
色项目划片打造，构建起了文旅
融合发展新格局。文祖街道先后
荣获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省级
文旅特色小镇、山东省旅游民宿
集聚区等荣誉称号。突出“离城
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离文化更
亲”的理念，打造省城近郊游、周
末游、亲子游目的地，每年吸引游
客近30万人，马家峪村被授予齐
鲁样板村，石子口、水河、甘泉、东
张新村等四个村被列入山东省景
区化村庄。

文祖街道结合党建工作区建
设，紧紧抓住村党组织书记这个
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的关键，全面
推行“能人治村”，逐步形成“支部
引路、党员铺路、群众富路”的发
展模式。目前，12名35岁以下年轻
干部进入班子，4名党组织书记被
评为领航书记，村两委结构更
优、活力更强，整体功能明显提
升。29岁的水河村支部书记冯
光禄，是章丘最年轻的村支部
书记，上任后，从强党建抓班子
入手，以“小河汇海”的理念探索

“书记大街、党员小巷”的党建街
巷工作法，招引济南舜耕九州农
业休闲观光有限公司投资兴业，
打造舜耕九州休闲农庄，以红色
研学、劳动实践、文旅康养为主题
的“三大产业板块”，激活文化资
源，赋能产业振兴。

孟园园说，如今，文祖街道乡
村和美、村民富足、产业兴旺。“我
们将咬定目标不放松，真抓实干、
奋力前行，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以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宜业宜居和
美乡村建设，让农业更有奔头、农
民更有甜头、农村更有看头。”

通讯员 蔡培悦

城市栖息地
醉美木厂涧

这里，区位优势明显。木厂
涧村距离济南市区34公里，齐鲁
科创大走廊、齐鲁古道文旅走廊
交汇于此，紧依章丘城区之南，东
临章莱路，南接济潍高速，西靠动
物园，北临章丘大学城，周边11所
高校聚集，距地铁8号线7公里、驱
车10分钟，交通外联内畅、快捷高
效。于城市繁华外，如一座后花
园，静谧和美，心旷神怡。

这里，青山绿水环绕。依托齐
鲁古道 山水新章-泉韵乡居示范

区的打造，木厂涧村先后投资1700
多万元，铺设污水管道3000余米、整
理弱电8000余米，硬化道路1.7万平
米，栽种林木700余棵，绿化种植
4500平方米，修缮历史遗迹10余处，
青山、碧水的千年古村魅力尽显。

这里，千年古景不绝。古庄
流传十景观，“凤凰顶”下“月牙
湾”，东面水折“马头湾”，“双井”
对中“佛爷殿”，“仙人桥”岸“对
松观”，“金龟探海”“观音堂”，

“三义庙”建万历年。一幕幕古景
如穿越千年的回眸，历历可见。

星火可燎原
传奇木厂涧

这里，历史悠悠有传奇。木厂

涧村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古村，有“先有木厂涧，后有东平
陵”的记述，光武帝刘秀曾在此伐
木建厂，从两股山涧之水流经此
处，为了看护木料，将士们依山涧
溪水盖屋而居，繁衍生息，随后渐
成村落，穿越两千年岁月，她如一
颗璀璨明珠，焕然新生，熠熠闪光。

这里，春风火种可燎原。木
厂涧村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村
内矿产资源丰富，曾建有当时规模
最大的“天源煤矿公司”，曹锟在
1919年投资兴建，1928年天源煤矿
公司资本竭蹶、工资拖欠，工人生
活极端困难。沉重的阶级压迫激起
了工人们巨大愤怒，章丘第一个共
产党员郭恒祥发动炭矿工人成立
章丘第一个炭矿工会，发表工会宣

言，通过罢工与资本家抗争才能争
取生存条件，斗争坚持了5个多月，
最后取得胜利。

青春梦想家
活力木厂涧

这里，“三变”改革焕新。用
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乡村，依托

“三变”改革，做好耕地、建设用
地、宅基地文章，集约利用一般
耕地，发展特色林果，依托经济
合作社，成立木乔汇，链接南郊
集团、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等，打造集餐饮、游乐为一体的

农文旅产业，集体增收10余万
元。整理宅基地75处，成立咱家里
合作社、涧木咖啡、数智生活馆、
高端民宿等业态，集体年增收20
余万元，盘活原有工矿企业、闲
置厂房，引进瀚海印务等规上企
业，集体年增收70余万元。

这里，发展引擎强劲。依托
紧邻大学城的优势，木厂涧村将
乡村振兴与大学生创业实践相
结合，创新发展模式，打造“特色
产品包”，打造民宿、餐饮、非遗、
研学、科创等板块，塑造潮玩天
堂，为年轻人创新、创业、创意、
创富营造多位一体的生态体系。

城市后花园，乡村CBD
双山街道木厂涧村向美向新向未来

近日，章丘区在双山街道三
涧溪村举办实施全域乡村振兴行
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为推进乡村振兴，章
丘区文祖街道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形成
了以“齐鲁古道 文旅走廊”为主
轴，以三元都市田园区、三德范文
旅核心区、东张山水体验区、大寨
非遗文化区、驻地文创产业区为主
体的“一廊五区”发展格局，在章丘
率先消除村集体年收入不足30万
元的行政村，村集体年收入50万元
以上的行政村达到80%，村集体年
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5个。

木厂涧村位于济南市东南部，全域面积7200亩，全村635户，2300人，出彩人家示范户占比75%，2023年村
集体收入达107万元。近年来，村庄立足“城市后花园、乡村CBD”的发展定位，依托丰富的历史遗迹、红色文化
资源，不断强组织、促联动，大力打造城市近郊景区，着力构建创新、创业、创意、创富—四创基地，让古村落重
新焕发勃勃生机。先后获得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村、省级和美乡村、济南市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青山碧水的千年古村魅力尽显。

石子口、水河、甘泉、东张新村

等四个村被列入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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