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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已过，青翠的调色盘开始在大地着
色，威海市高新区初村镇南部广袤土地在一片
静谧中孕育着勃勃生机，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徐
缓展开。在这幅画里，由冬及春，三大片区、五
大部落日渐成型，有青山绿野，有农忙耕种，有
瓜果飘香，有荷塘连片。紧紧围绕高新区健康
文旅样板区规划，初村镇乡村振兴正当时，带
给人无限生机与活力。

打造佃里院“西部公路第一站”

4月8日一大早，佃里院经济股份合作社理
事长陈福明就来到村北的葡萄育苗大棚，这是
葡萄苗发芽的第三天，他急着查看幼苗长势。

“这都是我用自家葡萄枝扦插育的苗，一共
2万多棵，再过一个月就可以移植到村南的家庭
农场了。”边说着，陈福明边蹲下身清理苗圃间
的杂草。

葡萄苗是陈福明的“心头肉”，因为这将是
佃里院家庭农场首批入场的果蔬。眼下，佃里院
村正计划依托周边的青旺、润声等农业企业，流
转村内闲置土地，建设以家庭体验为特色的开
心农场板块。

当前，威海市西部环山公路正在有序施工
中，佃里院村处于西部公路的起点。因势借力，
初村镇规划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隆起带，将以佃
里院村为核心打造“西部公路第一站”。

“我们结合初村镇区域基础条件和产业特
色优势，突出健康文旅这一主题，打造独一无二
的健康文旅样板片区。”初村镇党委书记刘光耀
说。按照规划，初村镇将打造三大片区、五大部
落，其中以五十一号农场为主导的苹果部落马
石泊片区，已于去年成功落地，今年将集中精力
打造佃里院片区。

30亩葡萄、10亩桃、10亩梨，一边盘算着家
庭农场的规划，陈福明一边朝村西北走去，一个
农业灌溉用的储水池正在开挖中，他要去查看
一下进度。与此同时，村南60亩苗圃基地以及40
亩蔬菜地里，十多位村民正在劳作。佃里院村里
外一派繁忙热闹的建设景象。

“我们村今年还流转了1000亩地，与国药集
团合作，进行中药材的种植。这1000亩地从村北
山上下来，形成一个‘U’字形，村里闲置的边边
角角土地也都打算种上中药材，有聚有散，发挥
土地的最大价值！”陈福明兴奋地说。

走在佃里院村，村内整洁有序，村西头的老
式地瓜窖格外引人注意。据陈福明介绍，下一步
计划挖掘村内水井、窑窖、乡村记忆馆等资源，
开发豆腐工坊、花盆制作等传统工艺，建设“一
井一窖一馆、五谷五园五田”的特色景观。届时，
佃里院村将形成“三月梅花四月桃，五月蔷薇六
凌霄，七月八月采葡萄，秋啃地瓜彩叶飘”的特
色旅游产业链。

“我们计划通过发展以佃里院为核心的特
色乡村旅游，充分发挥‘西部公路第一站’的黏
性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吸引游客深入镇西部
腹地。”刘光耀说。以此，向西将带动以西北道、
靠山村为主的“山村如画旅游带”，向北则带动

“大孤山森林康养旅游带”发展，最终实现以佃
里院为龙头，以西北道、靠山、东车门、小河北等
周边村为延伸的特色乡村旅游全面发展，促进
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

一根地瓜藤连起产业长链条

4月8日上午，长夼店子村的千亩地瓜地里，
数十位村民在翻地、起垄、施底肥，热火朝天的
干活氛围弥漫在田间地头。

“现在整个地瓜种植区内所有管道都已经

铺设完了，熟地瓜干加工整套设备也已经买了。
5月开始种春地瓜，10月份就能收获了！”说这话
的是蓝呱呱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福
华。眼前的千亩地瓜标准化种植区就是由蓝呱
呱牵头建设的。

初村镇西南部村庄位置比较偏远，经济较
为薄弱，其中地处最西南的长夼店子村尤为突
出。因地制宜，初村镇在长夼店子村实施“产业
空投”，借助水肥一体化项目和国家高标准农田
示范项目，依托农业龙头企业蓝呱呱公司，在该
村建设榛子园和地瓜标准化种植区。

长夼店子村南有一条公路，路北即1100亩
的地瓜标准化种植区，路南是710亩的榛子园。

“今年计划先栽种8万棵榛子苗，七年后进入盛
果期，每亩可年产榛子800到1000斤，将持续盛
产20年。”谭福华说，由于榛子盛果期比较长，他
们准备采用榛子与地瓜间作的种植模式。

据谭福华初步测算，这样的间作种植模式，
在榛子前三年苗期每亩可年产地瓜2吨，等到榛
子盛果期时将停止地瓜间作。而在村北的千亩
地瓜区，预计年产地瓜2200吨，届时，将由蓝呱
呱统一收购，加工地瓜干后出口日本，预计每年
增加村集体收入15万元。

去年年底，蓝呱呱上了三条地瓜深加工生
产线，主要对小型地瓜进行烘烤后速冻起来，淡
季销售，其他地瓜则会加工成地瓜干、地瓜条、
地瓜丸等产品。

此外，蓝呱呱还在做两项深加工的研发。一
个是集合现有的蓝莓和地瓜一起打汁，做成果蔬
汁。另一个是将地瓜茎叶做成可以冲泡的轻汁
粉。“以前地瓜蔓都割回去喂猪喂羊了，现在我们
正在研发充分利用地瓜的根茎叶。”谭福华说。

今年，蓝呱呱公司熟地瓜干的出口订单为
500吨，而示范区所产地瓜可加工熟地瓜约为
350吨，市场需求空间极大。初村镇党委书记刘
光耀表示，下一步，将在标准化种植区建成后通
过示范引领，与周边合作社合作，进一步扩大地
瓜种植面积。

在长夼店子地瓜区繁忙劳作的同时，东北
方向的广植生态农业食用菌种植基地也是一派
忙碌景象。新一茬的低温食用菌马上采摘，广植
当家人邵正伟正同技术员一起忙着安装深加工
新生产线。

在1000亩的广植农业生态康养区，6个依次
排列的智能化大棚格外引人注意。这些大棚可
以自动调节温度和湿度，集种植、生产、加工于
一体，游客还可以来休闲观光。

日前，广植与鲁东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
珍稀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合力打通珍稀食

用菌的产业链。“我们计划打造‘农业孵化器’，
让周边农民免费过来学习种植食用菌技术，我
们再把老百姓种的食用菌收购回来做深加工。”
邵正伟介绍说。

广植不仅大力发展珍稀食用菌的深加工，
整个园区配套苗圃种植、食用菌采摘、休闲农业
观光游玩等项目也提上了日程。

蓝呱呱和广植都是初村镇科技型农业的代
表，产业链不断延伸更是打开了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我们补短板、扬优势，大力提升农产品规
模质量，在给企业和周边村老百姓提供致富路
的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交叉融合，延伸农业产业
链、价值链。”刘光耀说。

经济薄弱村做起“荷”文章

荷叶田田，风月无边。炎炎夏日，身处绿叶层
叠的荷塘中，享受乡村慢生活，别有一番滋味。而
如今，在初村镇西北道村和靠山村，一片“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荷花塘，即将“绽放”在大众面前。

从佃里院村一路向西北，沿着弯弯曲曲山
路不到一公里，两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映入眼
帘，这就是西北道村和靠山村。让村里人想不到
的是，村口看了一辈子的荷花塘，竟然即将成为
旅游景点，还能增收致富。

“村里荷塘600多平，是观赏性的荷花，每年
夏天都开得满满的！”西北道村党支部书书记、
村委会主任马传福说，在他爷爷那辈时就有这
片荷塘，至今村里还有不少有关荷花的传说，但
谁也说不清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栽种的。村口
的石碑上刻写着“明末李姓来此建村”，让这片
荷塘更增添了几分岁月的厚重感。

数里荷塘年年绿，今年荷花别样红。赏莲
景、闻莲香、拍莲照，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今
年，初村镇计划在西北道村、靠山村突出“莲”特
色，做足“荷”文章，来培育特色农业产业。

据刘光耀介绍，初村镇将对两个村的荷塘
进行整修并绿化，同时完善村内乡村游基础设
施建设，进一步发展旅游及民宿建设，以此打造
出集观光、餐饮、民宿、休闲于一体的现代乡村。

不仅提升乡村颜值，更要富了百姓口袋。距
镇域十公里、人口少、无特色产业，西北道村、靠
山村是初村镇出了名的经济薄弱村，在重点打
造“荷”特色的同时，初村镇还积极推进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工程。

日前，初村镇出台了《初村镇党委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实施方案》，完成了佃里院、小馆、西北
道等9个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方案。其
中，西北道村、靠山村已经与企业达成土地流转
协议，分别流转土地100多亩和160多亩。

此外，佃里院计划打造品种齐全的优质果
品采摘园区，小产村计划打造文化综合服务基
地，建设农家乐、民宿等文化旅游配套项目，长
夼店子村计划成立青青果蔬家庭农场合作社，
开展地瓜种植销售。

“下一步，我们将从条件比较成熟的佃里院
等村示范实施，逐步带动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项目。”刘光耀说。

站在西北道村荷塘边，望着这个季节的残
芰断苹，亦是别有情味，但也让人期待夏日时节
的红荷绿叶，更是期待一个脱颖而出的现代乡
村。

高新区健康文旅样板区2020年度规划推进图。

佃里院村民正在大棚内进行葡萄育苗。

蓝呱呱地瓜生产车间内景。

长夼店子村产业建设规划图。

西北道村夏季荷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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