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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南部山区：凝心聚力 担当作为

谱写“富美南山”建设新篇章
在这里闻得见乡村的泥土香，触摸着城市现代文明。近年来，济南市南部山区以文旅为抓手，融

合城乡元素，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强化创新引领，推进产业转型发展，打造“富美南山”
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杜春娜 通讯员 孙陆童
济南报道

发挥绿色优势
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2024年5月，南部山区长峪村
又一次办起了“山谷的意志”电
子音乐节，这个处于深山里的村
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京剧、流行
音乐在内的多种艺术表演形式
被搬上舞台，民宿及配套的农产
品摊位争相引流，传统的流水
席、媳妇宴吸引了众多游客。

据悉，此次长峪村电音节活
动共吸引游客几千人次，直接带
动村子的餐饮、住宿、交通等相
关行业的发展。长峪村沿街，村
里特色艾草产品、烧烤小摊、大
锅菜、特色农产品、咖啡饮品等
特色摊位依次排开，让小山村升
腾起热闹的烟火气。

柳埠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个成功的电音节实现了现代
元素和村庄资源的有机结合，可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村庄，
为村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
资源，真正实现农文旅结合推动
乡村振兴，彰显出济南南部山区
特色文化的魅力。

为推动南部山区特色文化
“破圈”，南部山区做的远不止如
此。2024年4月，南部山区立足生
态优势，赋能乡村振兴，精心策
划并推出2024年“源味南山·南
山好时节”系列活动。该活动贯
穿全年，包括踏青赏花、南山美
食、系列采摘、民宿体验、文化大
赛、体育健身、自驾旅行等10项
主题活动。

通过举办电音节、采摘节、
丰收节等活动，南部山区已经吸
引了大量游客深层次体验乡土
风情、农耕文化。这些活动让游
客不再仅从农产品这一个切口
了解南山，还能从泉水、乡村等
多个元素和角度，全方位深度体
验南部山区生态之美、乡土民
情、泉水文化、红色精神；在促进
当地农产品销售的同时，也为南
部山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成果
推荐和展示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并带动了当地观光农业、民宿旅
游的发展，从而实现了农文旅发
展的深度融合。

其实，传统农业、中草药种
植……南部山区发展都市农业
的资源优势得天独厚。2024年，
南部山区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
级，积极吸引农业龙头企业参与
产业发展，在柳埠街道曲吕峪
村、突泉村投入资金，在西营街
道下降甘、大南营、营东峪、黑峪
等村投入资金，采取“统一设计、
多期建设”模式，总计500亩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运营“绑定”
招标，签订不低于五年运营协
议，精细化种植蔬菜水果，提高
山地果蔬品牌影响力；支持全国
文明村锦绣川艾家村产业发展，
新建樱桃大棚2座；深度与省内
蓝莓头部企业佳沃集团合作，在

仲宫西泉泸片区建设12座高标
准蓝莓种植示范棚，可提供就业
岗位120个，每年可实现村集体
转移收入30万元。

同时，2024年南部山区延展

补强药材种植链条，“连片聚合”释
放中草药产业集聚效能，继续扩建
锦绣川金银花康养种植项目，在原
有千亩基础上，在十八盘等5个村
扩种598亩金银花，不断延伸金银

花产业链条，打造南部山区金银花
山地药材品牌；在2023年西营乔峪
村连翘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扩种983亩，覆盖周边红岭村、西
岭角村、南龙湾村等村，连村并点，
接通产业发展断点，逐步形成规模
化效益，打造南部山区道地药材种
植品牌。

守护绿水青山
筑牢生态文明根基

地处泰山余脉，境内群山环
抱、沟壑纵横、山清水秀、空气清
新、风景秀丽，南部山区被誉为

“省城后花园”。而南部山区作为
济南市生态保护功能区，始终致
力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防范治
理各种污染问题，积极打造生态
美、环境优的大美南山。

2024年，南部山区生态品质
稳中向好，实施11处生态修复工
程，完成造林绿化和森林抚育
1 0 5 0 0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72 . 16%，连续8年居全市首位；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3年保持全
市第一，国控点位水质综合指数
连续3年居全省首位。

同时，南部山区持续筑牢
“一排底线”。坚持“三季防火、一
季防汛”，西营森林消防中队建
成启用，应急救援力量进一步充
实，森林防火连续6年实现“零火
灾”。南部山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4年南部山区实施38
座塘坝除险加固工程，积极推进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防汛应
急抢险演练28次，排查整改隐患
192处，确保了安全度汛；常态化
开展安全生产“审计式”监督检
查和“解剖式”现场检查，清单式
整改各类隐患问题3188项，有效
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南
山安全稳定大局保持平稳有序。

此外，南部山区加快推进重
点项目，建立“1+3+N”规划体系，
绿色发展有了法定依据。太平
庄、支家岭、许家坡三村改造项

目是南部山区首个依据“1+3”规
划实施的城中村项目，目前安置
区已开工建设，房屋拆迁安置补
偿已经启动；实施产业振兴项目
40个，新增特色种植2000余亩和
设施农业10万多平方米，可促进
项目村增收10万元、村民增收约
3000元；投资40亿元的省道103旅
游公路主干道建成通车，道路绿
化及配套景观工程完成施工，济
枣高铁、南绕城高速拓宽改造等
省市重点工程保障有力。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
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增进民生福祉，改善民生，
不是简单的做好事，而且是事关
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为更好地让民生服务更有
温度，2024年，南部山区西营小
学和幼儿园建成并投入使用，南
山实验高中高考一段线录取率
保持在90%以上，稳居全市第一
方阵。南山人民医院与市中心医
院医联体建设成效显著，门诊量
同比增长11 . 5%，完成39家薄弱
村卫生室提升改造，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农村
饮水保障工程加快推进，项目建
成后，南部山区将实现规模化供
水全覆盖，全面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此外，南部山区持续做好“四
好农村路”建设及日常养护工
作，完成300多公里路面改善，整
改50余处农村公路交通事故多发
点段隐患。

不仅如此，南部山区持续改
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2024年，
南部山区在辖区13个村对原有破
损道路及附属设施改造提升，改
善人居环境及村道质量，方便村
民出行，提升改善环境。此外，南
部山区优化产业基础配套，在卧
虎山水库南北片区6村蔬菜采摘
园，实施面源污染防护与蔬菜产
业配套设施提升项目；为解决果
蔬储存、运输难题，投入330万元
在西营街道坔窝村新建冷库，在
锦绣川井北村提升道路等产业
配套，切实提升村民的生产生活
幸福感。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与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方面，南部山区重点治理渣土扬
尘，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标
准，重点治理工地出入口硬化、
进出车辆冲洗等问题，严格量化
责任，力保措施落实；形成工作
合力，做到举一反三，强化行业
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多个部门
加强联合执法检查；加大日常巡
查频次，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全
力提升渣土扬尘精细化管理水
平，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时光荏苒，岁月有痕。进入
2025年，南部山区将继续聚焦聚
力生态环境优化、重点项目推
进、乡村振兴提质、民生福祉增
进等工作，奋力书写生态保护与
绿色发展新篇章，绘就乡村振兴
美好画卷。

在南部山区既闻见乡村的泥土香，又能触摸城市现代文明。

南部山区打造“富美南山”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南部山区积极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山村里的“电音节”，“嗨”翻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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