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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全市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来此观摩

商河：“乡村振兴表达”的面子和里子
宗兆洋 通讯员 张鸣
济南报道

以“书香儒韵”为定位
实施乡村振兴铸魂工程

观摩团此行的第一站是孟庄
铺村，孟庄铺村的规模虽不算大，
但却因为是亚圣孟子后裔迁居于
此而颇有名气。

这样的文化底蕴是先天的发
展优势，但如何活化与运用，使其
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显然
需要更多的考量，这个过程里，既
要延续历史文脉，展示传统文化
精髓，又要做好有机更新，体现现
代文明魅力。站在这个思路上，该
村以“书香儒韵”为定位，实施乡
村振兴铸魂工程，先后荣获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
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

一方面，深度挖掘孟子文化、
孟母教子文化精华，打造孟子书
院、文化传承综合体，建设政德基
地、干部修身教学点，建成廉洁公
园、廉政教育微阵地，设立贤母公
园、母教文化体验区，年接待研学
团队6万人次。

另一方面，传承创新孟氏老
黑膏、孟氏家纺、鲁派民居等特色
文化业态，推进孟子文化与富民
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事实证明，没有不好用的资
源，只有打不开的思路。孟庄铺村
强化市场导向，注重内容创新，沿
着这条“主线”找到历史文化资源
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点，不仅能留
住历史记忆，还可以让历史文化
资源更好地服务区域发展，培育
新的增长点。如今，村集体收入突
破6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 .5万元，民众的生活水
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此外，孟庄铺村还系统梳理
提炼孟子文化蕴含的当代价值，
将孟子文化融入思想武装、组织
体系、作风建设、党员管理，强化
党员干部政治担当，村“两委”获
评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

在这里，历史文化资源被赋
予新内涵、新内容、新功能，展现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未来，这里也
将融入整个商河的发展中，通过
协调整合、贯通联动，实现资源优
势互补，打造集吃、住、行、游、购、
娱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活空间，更
好释放资源价值，提升区域吸引
力、竞争力。

培育花卉产业
“新质生产力”

商河有丰富的乡村资源，如
何将之转化成产业优势，坐落于
贾庄镇的花卉产业园就是很好的
范例。

商河县贾庄镇贾家洼新村花
卉产业园占地面积190余亩，主要
种植红掌、蝴蝶兰等花卉品种，产
品主要销往海外，2023年，贾家洼
新村实现村集体收入30余万元，

78户土地入股村民亩均收入1010
元，30户资产入股花农户均收入
10.9万元。

对于区域发展，花卉产业可
以说是功不可没。站在整个区域
的发展视角上，商河还有更大的
谋篇布局。

为推动全县花卉特色产业发
展，商河培育花卉产业“新质生产
力”，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深化与
高端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建立“农
业农村部华东都市农业重点实验
室花卉研究创新基地”“国家花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盆花创新中
心”，组建“四不像”新型研发机
构——— 济南市花卉产业研究院，
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签订《花卉
科技创新技术合作协议》，打通科
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目前，商河全县花卉设施面
积约150万平方米，建成20万平温
泉花卉创新孵化基地、30万平海
峡两岸花卉创新园、20万平温泉
花卉谷、20万平花卉科创中心等
超百亩以上精品园区9个，培育花
卉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20多家，高档盆花年产能达5000
万盆、草花年产能2000万盆、鲜切
花700万株，花卉苗木年产值达20
亿元。

商河在特色花卉产业基础
上，还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花卉文
旅、花卉服务、精深加工等花卉新
业态，加速推进温泉花卉科技创
新研发中心、鲜花港、冷链物流平
台、电商营销平台等服务设施建
设，形成产业结构合理、生产体系
完整的生产型花卉产业发展模
式，加快推动温泉花卉产业融合
发展，持续擦亮商河“温泉花卉”
品牌。

将农村区域的优势最大化，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无
疑将成为商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花卉产业的起势也印证了

商河这一发展思路。

打造“家园民居”
推进“民宿+”三产融合

背靠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
及由此延伸的乡村生态资源，一
直都是商河县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的先发优势所在。

在产业与自然生态之间，商
河找到了完美的平衡支点。这个
优势平衡，一方面体现在丰富农
产品的产业层面上，另一方面则
体现在文旅融合文化振兴的精神
层面。田园绿野，青林秀水。此行
的最后一站许商街道单家园村，
就很好体现了这一内涵。

2023年，许商街道抢抓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省
级试点机遇，立足辖区城乡结合
区位优势，生态环境良好的资源
禀赋，主动全面融入全县乡村振
兴西部片区建设大局，探索打造
了党建引领农村综合合作示范
片区。示范片区紧紧抓牢产业发
展这个“牛鼻子”，把乡村民宿作
为片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切
入点，聚力打造了“家园民居”民
宿项目。

一方面，积极开展农村闲置
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
作，最先在济南市探索制定闲置
宅基地和房屋使用权流转交易资
产证明书、社员股权证、农村产权
交易鉴证、流转备案证“一书三
证”模式，将闲置宅基地和房屋使
用权通过县、街、村三级平台完成
交易，全面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吸
引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改造旧有
民宅，让旧宅院“掸”去尘土、古村
老屋“摇”变民宿。

另一方面，将乡愁文化元素
中最重要的建筑风貌作为加深游
客印象的主要抓手，通过活化乡
愁元素载体，维修完善建筑风貌、
巷道布局、地景地貌等方式，有效
增进游客乡愁体验，满足游客乡
愁文化需求。同时，示范片区还借
助“家园民居”大力培育电商经
济，发展酱料工坊等特色农副产
品加工，积极拓展“民宿+手工制
造”“民宿+文创”“民宿+演艺”等
新业态，努力将“小民宿”发展成
撬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全面
推进“民宿+”的三产融合，激活乡
村的“造血功能”。

这些产业附加值更高、更容
易带动乡村振兴，也是下一步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
荣的重点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化的“乡
村振兴”更看重新技术的力量，在
商河农业、农村建设当中都体现
出其创新驱动和科技赋能的深
刻内涵，商河乡村振兴未来显然
值得多一分期待。

下一步，商河也将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建设现代
农业强县为目标，统筹推进乡村产
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各
项重点工作，奋力谱写商河县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月15日，济南全市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启动，活动按照“项目深化年”工作要求，以
现场观摩形式，检验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工作成效。6月17日，观摩团走进济南市商河县，对贾庄镇
孟庄铺村、贾庄镇贾家洼新村花卉产业园、许商街道单家园村进行现场观摩。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
河都是济南乡村振兴最为瞩目的区县，此次观摩的三个区域，既代表着商河“面子”，也透出商河的

“里子”。

孟庄铺村深度挖掘孟子文化，打造孟子书院。

贾家洼村主要种植红掌、蝴蝶兰等花卉品种。

孟庄铺村以“书香儒韵”为定位，实施乡村振兴铸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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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家洼村花卉产业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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