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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

为了全面客观反映我省脱贫
攻坚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了

“小康路上·齐鲁纪事”系列
专题报道。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已派出上百位记者奔赴我
省各市，在田间地头蹲点采
访，用图文、视频等形式全面
展现了齐鲁大地上正在发生
的深刻变化，挖掘出一批带头
致富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
优势产业项目等。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致富的路子
越蹚越宽，山东人民正在奋
力书写脱贫致富的山东答
卷。

协调光伏项目落地，帮扶村
里的养殖猪场，助力扶贫车间的
建设和发展，让村里的秸秆、树根
等变废为宝……驻村工作三年，
山东省科技厅派驻巨野县大李楼
东村村支部书记马欣一直奔波在
帮村民致富的路上，他的肤色也
逐渐变黑。这“变黑”的三年，是马
欣彻底融入村庄发展的三年，如
今村民日子好了，他也逐渐从村
民嘴里的“省城来的官”变成了

“俺们村书记”。

地点：菏泽巨野大李楼东村

关键词：“黑”书记

地点：济宁李营镇

关键词：奶牛蚯蚓擦出火花

对济宁任城区李营镇的奶牛
场来说，不愁销路却遇到了“牛粪
如山”的难题。如何破解，养牛场
发散思维，试水农牧循环，用牛粪
养殖蚯蚓，在蚯蚓床上种植林木。
当奶牛和蚯蚓相遇，两者擦出的
是效益的火花，养殖废弃物实现
了零排放，光蚯蚓一年就能收益
35万元。

地点：滨州沾化

关键词：冬枣进化

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沾化
冬枣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现在，沾化冬枣不再
只卖一颗枣，在省派服务队的协
助下，当地在枣园建起了田园综
合体，以枣为媒，开发自驾采摘、
垂钓餐饮、骑马娱乐等业态，围
绕着大枣，当地研发了一系列周
边产品，枣产
品多了，村
民腰包自
然 更 鼓
了。

地点：济宁嘉祥

关键词：电商梦

身残志坚，嘉祥脑瘫患者高
广利从小四肢行动不便，
却靠着一张嘴巴叠千
纸鹤、小船等物件，
用舌尖丈量生命的
宽度。最近，高广利
创立了自己的农
产品品牌，利用电
商销售。他有一
个设想，成立一
家公司，网上售卖
家乡农产品，带动
乡亲们一起致富。

地点：

潍坊坊子区洼里村

关键词：

十年育菜路

潍坊市洼里村党支部书记刘
向东十年前还在经营自家的建材
厂，看到村子逐渐空心化，他决心
回村搞有机蔬菜种植带村民致
富。那一年，他每天在田间走超两
万步，一年穿坏12双鞋，从180斤
掉到140斤。眼下大棚蔬菜正绿，
它们见证了村子十年巨变。

10年前，山东青年宋章峰开
了第一家红薯店，赚取了人生第
一桶金，并在其后开了多家分店，
注册了“薯立方”品牌。小小红薯
也能做大文章，公司打造了地瓜
全产业链条的发展新模式，增加
了地瓜产业的附加值，实现了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带动了
周边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地点：济南章丘

关键词：地瓜王国

地点：

淄博高清县蓑衣樊村

关键词：

职业农民

重回归，再创业，卸职高青县常家
镇副镇长的刘树海不想躺在功劳簿
上，42岁的他回村打算当一名“职业农
民”。他在农庄建了棚子，组建了视频
团队，打算拍摄生态短视频，让自己成
为“网红”，并带着村子一道火起来。

原来山都“啃”豁了
也没富起来，如今花海里
挣钱不愁。济宁市马集镇
人曾以开山采石做石雕

为生，拿命换钱，日子很
穷。紫薇小镇的落户带来了转

机，如今，小镇集花海观赏、康养
医疗、生态亲子游等功能于一体，
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地点：济宁市马集镇

关键词：软实力更硬核

地点：

烟台莱阳濯村

关键词：

樱花小镇

莱阳濯村过去曾是养鸡大
村，晴天鸡粪遍地，雨天污水横
流，苍蝇满天飞，高风险高污染的
养鸡业只能给村民带来年人均两
千元左右的收入。转变发展思路，
濯村拆鸡棚种樱花，还建起了果
品园林基地，引进产业园和企业，
成为远近闻名的“樱花小镇”。

地点：枣庄山亭区葫芦套村

关键词：景村共建

依托景村共建，曾经闭塞的枣庄
葫芦套村大变样，每到节假日游人如
织。有了人气，村民收入渠道也就多
了，景区开小店，摆摊卖农特产品，经
营农家乐……日子越来越火。未来，村
子还将打造网红直播间，对当地的板
栗、核桃等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销售。

在烟台衣家村，村民靠“劳动力入
股”，用7个月时间开辟出一条5 . 5米宽、
5 . 5公里长的环山致富路。一条路，一张
工票，无数心血。在村支部领办的合作社
带领下，村里引进了藏香猪养殖、玉木耳
等项目，村民日子有了盼头。

地点：聊城茌平区耿店村

关键词：回乡创业

聊城茌平区耿店村是个纯农业村，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的模式，村子大
力发展大棚种植，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
条，从种到销都不用出村。收入有保障，
生活有品质，2010年起，耿店村先后有86
名年轻人回乡创业，种植大棚，他们的回
归给村子带来了更多活力。

地点：泰安东石井村

关键词：金色希望

位于泰安的东石井村世代
种植小米，只够自家食用，规模
小，更别想走出村子了。2015年，
村子以种植大户作为带头人，成
立合作社，打造专业化的贡米种
植基地，让谷地长出金色希望。
如今，合作社年生产能力达1500
吨，靠着种小米，农民年户增收
近3万元。

地点：

临沂沂水县耿家王峪村

关键词：桃香两崮

当宽四米的环山路连
接成网，三轮车、小轿车可以

开到果园地头，临沂市沂水县
诸葛镇耿家王峪村迎来了发展

良机。王红霞和丈夫在两个大小
崮之间的山上流转承包500亩桃
林，又在桃林开办了农家乐。如
今，她的农家乐每个月都有入账，
游客、食客上山时还会体验采摘、
购买当地农产品，待游客回家后又
口口相传推广，新顾客源源不断地
通过朋友圈汇聚。

地点：潍坊昌乐红河镇

关键词：五小工作法

潍坊昌乐红河镇扶贫有个
“五小工作法”：扶贫小分队、扶贫
小菜园、扶贫小康道、扶贫小暖
包、扶贫小药箱。五件事虽然落脚
不大，但恰恰是这样一些小的暖
心事情，给贫困户的生活带来了
便利，让他们有了幸福感，激发了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让他们鼓起
干劲奔向好日子。

地点：威海慈口观村

关键词：星空温泉

威海慈口观村有300多年历史，因为
没有特色产业，发展滞后。从2018年开
始，该村立足生态优势，凭借打造温泉民
宿为轴心的生态旅游成了远近闻名的网
红村，入选了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地点：济南莱芜王石门村

关键词：天上人家

修好了进山的路，作为省内海拔最高的村子，济南
莱芜王石门村打起了“天上人家”的旅游牌，村民办起
了农家乐，每年纯收入至少6万元。现在，王石门村已在
山下规划了新村，在保护好青山绿水的同时，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打造乡村旅游村的新名片。

地点：菏泽巨野县太平镇

关键词：盐碱地迎丰收

从过去一块“靠老天爷赏饭”的盐碱地到现
在蔬菜瓜果大丰收的“风水宝地”，菏泽巨野县
太平镇农业产业园“逆袭”靠的是向科技要效
益。指导专家下村，乡镇办起“农科驿站”，农民
有了技术，少走了弯路，迎来了大丰收。

地点：烟台栖霞亭口镇衣家村

关键词：劳动力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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