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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们都是江河卫士”
全省13支志愿者队伍开展巡河护河行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倩 邱明 张园园 李从伟

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2020
江河卫士“乐山乐水 享自然之
美”公益活动火热进行。

9月20日上午，在济南小清河五
柳岛周边区域，一支50人的志愿者
队伍集结，他们是济南区域巡河护
河队伍中的一员。这其中既有五六
岁的孩童，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
大家在志愿者张志毅的带领下，了
解小清河的整治历史，参观了五柳
岛的雕塑、五柳闸遗址等，参观结
束后，对沿岸垃圾进行了清理。

当天，在济南小清河流域沿
岸，还有两支1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
也同步开展护河行动。济南星星火
公益服务中心联合历城区实验小
学启航中队的少先队员，在小清河
还乡店段巡护河。济南公交北部公
司三队济南公交管力峰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也放弃休息时间，到
小清河沿岸捡拾垃圾，据了解，这
已是这些公交驾驶员连续第三年

参加江河卫士公益活动。
除了济南，还有400多位志愿者

分别在自己家乡开展巡护河行动。
济宁市任城区越河同心慈善

义工协会的志愿者，在武胜桥社
区越河区域捡拾垃圾。在济宁老
运河边，来自济宁慈善手牵手义
工八团的志愿者在此集结。在菏
泽，润泽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在赵
王河岸边开展保护山川河流环境
签名活动。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在东营麻湾黄河岸边，志愿
者们轻声吟诵。随后，志愿者还开展
健步走、捡拾垃圾等活动，呼吁更多
人加入守护家乡碧水行动中来。

领略家乡山河之美，用实际行
动保卫家乡山川河流，在两天的集
中活动中，志愿者们还立足河流保
护，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给相关
部门。

临沂市兰山区沂蒙志愿者服
务中心、临沂市河东区义工协会的
志愿者，除了沿河捡拾垃圾、清理
河道，还特别关注河水污染情况。
临沭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

举行了徒步健身+巡河护河体验式
户外运动。志愿者沿苍源河北沟头
段巡河，主要查看河道两边有无污
染口、乱搭乱建、河坡受损情况等。
大家在巡视中，发现靠近桥墩位置
长出一棵2米多高的树木，桥墩和
河岸坡存在安全隐患，志愿者记录
下来反馈给相关部门。

“实际上，我们每周都会开展
巡河护河公益行动，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记录反馈。”绿行齐鲁河流巡
护志愿者负责人表示，9月20日当
天，志愿者对济南全福河、大辛河、
小汉峪沟、赵王河、小清河部分河
道、龙脊河、刘公河进行了巡护工
作，共发现20余处河流污染问题，已
反映给相关部门。

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2020
江河卫士“乐山乐水 享自然之
美”公益活动还在进行，如果您想
参与，或者推荐身边的山川河流
环 保 人 物 ，都 可 以 通 过
18678886220电话联系我们。让我
们一起用行动守卫家乡山川河
流，让家乡的山更美，水更绿。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建伟 黄广华

百年古村一度成“空壳村”

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的石村，
如何破除发展瓶颈，走上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近日，在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记
者驱车来到济南市章丘区官庄
街道石匣村，感受这个古老乡村
发生的巨变。

石匣村位于章丘东南方向
约30公里处，这个因“石”得名的
山村，远离城市的喧嚣俨然一处
绝美的“世外桃源”。

不过，石匣村第一书记韩霞
介绍，几年前，由于村子地处大
山深处，产业基础较差，村集体
经济非常薄弱，年轻人外出务
工，留在村子里的大部分是老年
人，村子一度成了“空壳村”。

“最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推进，村里通过改
善居住环境以及对贫困户和弱
势群体的政策兜底聚起了民
心；通过优惠措施聚集人才，助
力年轻人返乡创业；通过文旅
等 产 业 发 展 ，吸 引 来 更 多 游
客。”韩霞介绍，正是通过“聚民
心”“聚人才”和“聚人气”的一
系列举措，不少济南市区甚至
是周边城市的市民都将这里当
作“网红打卡地”，这座有着数
百年历史的古村，正焕发出全
新的生机与活力。

特有民俗盘活文旅资源

石匣村有一种“过半年”的
古老习俗。每年农历六月二十，
村民们都要敲锣打鼓，唱梆子
戏、喝伏羊汤。如今，这项特有民
俗不光被村民传承下来，还成为
石匣村发展乡村旅游的特色名
片。

石匣古村文旅公司负责人
于亮兴介绍，石匣村是省级非遗
章丘梆子的发源地和传承地，
2019年5月，“章丘梆子戏曲博物
馆”一期工程3个展厅对外开放，

2019年8月，石匣村举办了首届
“过半年民俗节”，打出了“吼一
嗓梆子腔、喝一碗伏羊汤，看大
戏、吃伏羊、过半年”的文化名
片。

“因为是第一次办，没太有
经验，村里一下子涌来两万多
人，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于亮
兴说，今年村子里做足了准备，
老戏台修缮一新，还新建了大
型停车场，厕所也完成了改造。
8月9日—8月18日，第二届过半

年暨乡村振兴戏剧节顺利举
办。章丘梆子展演、太极拳表
演、篝火晚会……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带来视觉
和听觉的盛宴。

“下一步，我们还将建设游
客接待中心，全力争创3A级景
区，继续推进村庄景区化建设，
同时发展更多民宿，不仅要让游
客玩得嗨，还要让他们住得下。”
说到石匣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前
景，于亮兴信心满满。

传统农业插上互联网翅膀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振
兴，而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集
聚。

袁继永是土生土长的石匣
村人，2017年起，学习电子商务的
他回到村里，做起小米等农产品
的互联网销售。“我们这儿是龙
山小米，品种主要是‘阴天旱’和

‘齐头白’，因为我们这儿的山是
青石山，特别适合谷子生长，生
长周期能达到130天。加上这儿是
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种出来
的小米，质量格外好。”袁继永
说，他看着这么好的小米卖不上
价，心里很着急。后来，他和同样
选择回乡创业的好友景大鹏等
人一块创立了南山一品农产品
有限公司。

去年开始，他们注册了南山
一品商标，流转土地500亩，着手
打造石匣村特色小杂粮基地。小
杂粮基地中还安装上了现代物
联网系统，通过这套智能物联网
系统，能够查看地里的墒情、水
情、虫情等，实现对谷物等农作
物生长环节的科学化管理。

袁继永介绍，他们还通过村
里帮助申请的扶持资金新建起
小米加工车间，购置了小米加工
色选机、抛光机，构建起线上线
下流通体系，力争通过产业发展
带动村集体增收，实现由输血式
扶贫转变为造血式发展。

韩霞介绍，现在，越来越多
像袁继永和景大鹏这样的年轻
人选择回乡创业。有了他们，未
来的乡村振兴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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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为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打造属于山东的“百县百品”品牌商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百县百品”助农活动，以壹壹点视
频电商基地为依托，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势，通过一揽子计划，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品牌公信力和影响力，携手当地地政府，
利用抖音和快手等平台的流量扶持，打造区域农产品“网红”，为供需双方解决痛点，为各地自产自销、地产地销的农农货打开
新通路，真正发挥直播+视频+电商的优势助农惠民，助力脱贫共享小康。

空壳古村变身网红打卡地
特有民俗盘活文旅资源，章丘石匣村走上蝶变之路

人人都是江河卫士，用实际行动保卫家乡山川河流。9月19日、20日两天，来
自全省各地的13支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发起的2020江河卫士“乐山乐水 享自然之美”公益活动，近500名志愿者
感受家乡山川河流之美，在河流沿岸开展巡河护河公益活动倡导环保理念。

志愿者在河流沿岸开展巡河护河公益活动。

由于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以及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济南章丘官庄街道石匣村一度是集体经济薄弱
的“空壳村”。近两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推进，在这个古老山村，以章丘梆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正在用互联网为传统农业生产、销售插上现代技术的翅膀。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民俗文化的古老山村，正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蝶变之路。

▲当地村民正在收割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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