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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桌、棋牌室、钢琴……12月23日，在青岛市李沧区李家上流社区市民文化中心，记者被眼前高
端大气上档次的设备“惊呆了”。78岁的于文江老人正在练习钢琴，其余二十余位社区居民三五抱团，有
的下棋，有的打够级。

李家上流社区旧村改造项目是青岛市2009年重点两改项目之一。几年过去，“上流社区”变得名副其
实起来。社区固定给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养老保险每人每月补贴300元。同时还定期发放粮油，逢
年过节发放食品。考上大专以上的学生，每年还能拿2000元奖学金。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上流社区很“上流”

流转出的“乐稼园”
在农业园流转了1000亩土地后，潍坊昌乐县红河镇理稼庄子村有了自己的品牌———“乐稼园”。原野

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占地2000亩，由理稼庄子村党支部牵头创办。示范园现已流转土地1000亩。
12月19日，一名村民正在示范园里打理西红柿。示范园采取企业经营模式运作，长期吸纳120余名村

民就业，人均年收入3万余元。目前，合作社注册“乐稼园”品牌，认证樱桃番茄、黄瓜等5个绿色食品。
本报记者 李晓东 孙国祥 摄影报道

没准你家厨具就是这村产的
滨州兴福镇不大，44平方公里，人口四五万。小地方却有大名声，镇里十几个村子坐拥千余家厨

具企业，“中国厨都”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没准你家厨具就是咱这产的。”刘女士边擦厨具边对记者说。一年前她从菏泽来到兴福镇赵马

村，在一名王姓村民开的厨具厂里干活。厂子不大，工人才十多个，生产的厨具畅销国内还远销马来西
亚、泰国，年产值能有三四百万。赵马村400多户人家，一半是生产厨具的小老板。

本报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高明教授的“笨”农场
在临沂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蒋高明在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4年后，再返田间地

头，创办了弘毅生态农场。放弃“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的模式，用最“笨”
的办法生产安全的农产品。

农场152头牛是生态循环系统的核心。“牛吃的是玉米等作物秸秆，粪便用来肥田，和秸秆、水混在一起可
以制造沼气、沼液和沼肥，沼液还能用来预防病虫害。”农场科研助理曾彦边给牛喂草边说：“今年卖了30头
牛，每头净赚3000元，50亩农田产的30000斤有机小麦经过加工成面粉等农产品再从网上销售，预计年底销售
一空。” 本报记者 高祥 刘永飞 摄影报道

黄河携沙而过，隔开济南市区和崔寨。沿国道220线跨过黄河大桥向北就是济阳县崔寨镇，这里是黄河北区县对接济南“北跨”战略
的启动点。“崔寨镇距离济南主城区只有不到十分钟车程。”提起崔寨在济南“北跨”中的前景，崔寨镇镇长董法明充充满信心。

11月的一天，工人正从盖世物流位于济阳的仓库向车上装货。利用链接济南桥头堡的地理优势，崔寨大力发展物流业。目目前，盖世物
流、佳怡物流、弘力物流等6个投资过亿元的物流企业已在崔寨的山东瀚迪物流园签约落户。据估算，物流园整个项目实现运营后，年吞
吐量可达1 . 2亿立方米，营业额有望超过50亿元，实现利税6亿元，带动5万多人就业。 本报记者 张中 摄影报道

北跨“桥头堡”

“咱们村就跟城里没差别，还比城里好不少嘞！”潍坊理稼庄子村村民李红梅抱着一岁的小孙子说道。不远处，一
个新建的小区正拔地而起。和千百年来齐鲁大地的众多村落一样，理稼庄子村也是靠着肥沃的土壤，养育了一代又一
代子孙。如今通过流转土地，村子建起了占地千亩的农业产业园，年产值过千万。

土地不是唯一的依靠。济南崔寨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物流业，滨州兴福镇是著名的“中国厨
都”……李红梅或许不知道，“就地城镇化”是她话语背后的时代注解。

踩着2013的尾巴，本报记者奔赴济南、青岛、潍坊等地，试图从一个个村落中，找寻城镇化的踪迹。
村村中中窥窥““城城””

岛城“镇级市”
泊里镇，这个位于黄岛区西南部的小镇，在今年

春天被确定为青岛市小城市试点建设单位后声名鹊
起。在距离镇政府西南6公里处的麦墩村，俨然成为
小城镇内的一个“样板村”。

12月20日，记者在麦墩村看到，道路两旁整齐的
房屋夹着一条条干净的马路，路旁栽种着各种花木。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摄影报道

三成村民是百万富翁

胖乎乎的娃娃在现代化的盥洗室里搓着小手，这里是昌邑
市卜庄镇大陆村的幼儿园。别看是村子，幼儿园可是省级标准。大
陆村共有村民420户、1339口人，耕地面积2900亩，其中优质梨枣
2000亩，是远近闻名的“梨枣村”。靠着梨枣，大陆村人均年收入已
达2万元，三成村民成了百万富翁。 本报记者 秦昕 孙国祥
摄影报道

你 我 的 今 日 与 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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