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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修路、农家乐、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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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争相办起了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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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打造乡村
旅游的新名片。

济南

海拔最高的“天上人家”

青岛

小馒头“蒸”出富裕路

淄博

老刘不当镇长要当“网红”

关键词：饽饽、升级改造、电商

胶东素有做“饽饽”的传统。两年前，青
岛市即墨区田横镇成立的馒头专业合作
社，对传统馒头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出
100多个品种花样、代表不同美好寓意的馒
头，成为市民争相购买的稀罕物。如今，依
托电商平台，“饽饽”远销国内各地。合作社
年销售额达到150多万元，不但打出了名
气，还免费给村民发股份，小小馒头“蒸”出
了村民富裕路。

关键词：辞职副镇长、职业农民、短视频

放着副镇长不当，蓑衣樊村42岁的刘
树海回家当起了职业农民，蓑衣樊村有他
的根。重回归，再创业，老刘不想躺在功劳
簿上，他在农庄上建起了一个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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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镜
头拍得不够好，不怕麻烦重新来。

枣庄

小葫芦变成了“宝葫芦”

东营

柳编编出“聚宝盆”

烟台

劳力入股，修“天路”拔穷根

潍坊

景村共建“乌鸡”变“凤凰”

济宁

石雕之乡变身“紫薇小镇”

关键词：景村共建、网红直播间、农产品深加工

葫芦套村结合葫芦种植、采摘、观赏，
打造乡村特色景观，饱含吉祥寓意的葫芦,
成为该村发展民俗旅游的一张新名片。依
托景村共建，曾经闭塞的葫芦套村大变样，
每到节假日游人如织。有了人气，村民收入
渠道也就多了，景区里开小店，摆摊卖农特
产品，经营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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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杞柳种植、草编工艺品

东寨村曾是一个以种植传统粮食作物
为主的后进村。改变始于驻村第一书记刘相
波的到来。2018年村两委换届，他全票当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村里通了路、亮了灯、修了广
场，刘相波还为村民谋了条致富路。村里发
展起千亩杞柳产业园，成立草编工艺品专业
合作社，实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营。

关键词：劳动力入股、领办合作社

衣家村探索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
展路径，带领村民发扬新时代“愚公精神”，
让昔日“上山靠攀、浇地看天”的穷山沟变
成绿水青山环绕的“世外桃源”。在衣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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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党支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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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景区开发、巨变、家门口就业

这里曾是一个吃不上水的贫困村，农
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仅用十年时间，桐峪沟
村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契机源于景村共
建，村里联合景区对村庄统一规划、开发，
村民住进新房，依靠景区收入渠道增加了，
家门口就能就业，不少年轻人又回来了，村
子真正实现了“乌鸡”变“凤凰”。

关键词：花海、石雕展示、城市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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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却过得
很穷。紫薇小镇的落户带来了转机，投资10
亿元、占地1万亩的紫薇小镇，将8个村庄怀
抱在紫薇花海中。如今，小镇集花海观赏、
康养医疗、生态亲子游、石雕文化展示等功
能于一体，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的好去处，有
望打造成为济宁西部城市会客厅。

泰安

谷子地里长出“金色希望”

威海

泡温泉看星星 小村成网红

日照

五位一体打造醉美车家村

临沂

山路成网，幸福路越走越宽

德州

小破村变身美丽休闲乡村

聊城

这里被誉为“鲁西小寿光＂

关键词：贡米、金色希望、纺织厂

东石井村世代种植小米，只够自家食
用，更别想走出村子了。2015年，村里成立
合作社，打造专业化的贡米种植基地，让贡
米在本村实现生产、加工。合作社年生产能
力达1500吨，靠着种小米，农民年增收近3
万元。如今，村子还引进纺织厂，为大家脱
贫致富的信念注入一剂“强心针”。

关键词：温泉民宿、生态旅游、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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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合作社，
农户不仅能赚到房屋和土地租金，还能分
红，实现家门口就业。高端养生组团、道家文
化组团、田园游乐组团、现代农业组团，以温
泉民宿为轴心的发展规划正一点点实现。

关键词：建造工业园区、发展生态文旅

20年前，这里还是一穷二白的典型农业
村。经历20年的奋斗，车家村居住环境焕然一
新，村子建起工业园区和文化创意园区。这
两年，车家村大力筹资整合奎山、水库、林地、
田园、村庄“五位一体”生态资源，全力打造车
家村生态文旅产业项目——— 奎星园景区。

“醉美”车家村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关键词：桃林、山路成网、农家乐

当宽4米的环山路连接成网，三轮车、
小轿车可以开到果园地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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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食客上山时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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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会聚在这里，给小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
了生机和财气。

关键词：旅游公司、采摘大棚、乡村大舞台

德州市临邑县临盘街道前杨村，原本
是一个省定贫困村，2018年，村子争取了项
目资金，又引进了旅游公司，配建了知青营
地、前杨乡村振兴学院、时光旅社等项目，
建起采摘大棚、乡村大舞台，修缮了点将
台、国丈井等古迹，改善村容村貌，不到三
年时间，便蜕变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关键词：大棚、产业链条、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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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
有育苗场、蔬菜批发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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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店村也被誉为“鲁西小寿光”，奋力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关键词：沾化冬枣、进化、田园综合体

经历了数十年发展，滨州沾化冬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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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

以枣为媒 村民腰包更鼓

关键词：转型、重回农业、新致富渠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玉皇庙村老
书记王金书就创办了石化企业，村里大约
90%以上的年轻人都进了玉皇化工厂打工
赚钱。近年来，在环保和产业转型的压力
下，玉皇庙村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他们将
目光重新瞄准了老本行——— 农业。

玉皇庙村成功申报了总投资13亿元的
东明水韵玉皇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成为
全市首家省级田园综合体。

菏泽

打造省级田园综合体

莱芜王石门村 高青县蓑衣樊村 东营区史口镇东寨村 弥河镇桐峪沟村 新泰东石井村 经济技术开发区车家村 临邑县临盘街道前杨村 沾化区下洼镇

即墨区田横镇西王村 山亭区徐庄镇葫芦套村 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 马集镇 文登区慈口观村 沂水诸葛镇耿家王峪村 茌平区耿店村 东明玉皇庙村

小
康
承
载
初
心

小
康
属
于

人
民

小
康
源
自
奋
斗

小
康
点

亮
生
活


2
0
2
0

年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目
标
实
现
之
年

也
是
全
面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收
官
之
年

为

了
这
个
伟
大
目
标

山
东
牢
记
总

书
记
嘱
托

全
力
以
赴

紧
盯
﹃
黄

河
滩
﹄

聚
焦
﹃
沂
蒙
山
﹄

锁
定

﹃
老
病
残
﹄

从
胶
东
半
岛
到
鲁
西

平
原

齐
鲁
大
地
处
处
涌
动
着
战

贫
斗
困
的
热
潮


千
里
沃
野

锦
绣
山
川

小

康
之
路
是
一
部
时
代
史
诗

是
一

幅
美
丽
画
卷

齐
鲁
晚
报
·
齐
鲁

壹
点
推
出
﹃
小
康
路
上
·
齐
鲁
纪

事
﹄
大
型
融
媒
报
道

走
进
了
全

省5
0

多
个
县(

市
区)

和8
0

多
个

村
庄(

社
区)


讲
述
小
康
故
事


全
面
记
录
时
代
巨
变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