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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井修路，山村不断
迎来金凤凰

“要想富，先修路”是被反复验
证过的助推乡村发展振兴重要举
措之一，这点在栖霞市衣家村有着
更明显的现实意义。

三面环山，山陡路险，85%的
果园在山坡上，路不通，村民只能
扛着小推车上山劳作，运送大樱
桃、苹果等果品全靠肩挑背扛，好
果运下来也成了次果。这是2017年
前衣家村的状况，因为路不好走，
山里有一些地块，村里的许多人一
辈子都没上去过。

17岁走出大山当兵的衣元良，
时隔30年后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时，面临着“三光”的窘境。最让衣
元良受刺激的还是村路不通。2016
年、2017年连续两年干旱，衣元良
自掏腰包为村里买了4000元的“救
命水”，可送水车硬是卡在山脚下
进不了山，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果
树渴死。

“再不改变，只能等死。”衣元
良向朋友借了15万元，当天就把钻
井队拉到了村里。历经重重困难，
一口335米的深井成功出水，衣家
人终于有水吃了。

2017年9月，外出学习观摩后，
衣家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一点园合
作社，采取“原始股+劳动力入股”
方式吸收53户村民加入。“原始股”
就是户口、土地在村的村民，只要
加入合作社，就可以分1个股，目的
就是让所有人享受发展红利，不
让一个人掉队。创业股也就是劳
动力入股，老百姓可以到合作社
打工，不管男女老幼，也不管身体
状况怎么样，男工一天120元，女工
一天80元，满2000元折合成1个股
份，将来可以享受分红，同时还可
以用于购买合作社提供的苗木、
管道、水、化肥等。

合作社成立了，具体该怎么发
展依然是个大问题，没钱那就让人
先动起来。为解决灌溉难、上山难
的问题，2017年10月，一支主要由

7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修路队上
山了，男的垒墙，女的垫沙，一天接
一天，顶风冒雪，没人退缩。历时半
年多，炮眼打了2500多个，炸药用
了3吨多，一条长5 .5公里、宽5 .5米
的环山路修出来了。

衣家人“愚公移山”般的修路
精神，打动了很多人。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在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越来越
多的“金凤凰”落户衣家村。引进烟
台财金集团，与省乡村振兴服务
队、亭口镇政府三方合作共同注资
1000万发展玉木耳大棚项目，依托
山林优势发展藏香猪养殖，同时乡
村旅游、光伏、农村电商等项目持
续发力，衣家村的“蝶变”之路有了
新篇章。

党支部领办帮更多
村庄找到发展新思路

衣家村只是栖霞市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谋取乡村振兴发展新思
路的一个缩影。

自2013年2月成立烟台市第一
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来，经过三
四年的努力，栖霞市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村，从2018年的154个跃升

至678个，占比超过80 .6%，很多村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
织起来，抱团发展、艰苦奋斗，走上
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发展新思路。

如今，走进栖霞市庄园街道
杜家庄村，道路两侧翠竹、格桑花
等争奇斗艳，与古树交相辉映，木
头和茅草建盖的亭子错落其中，
石头铺砌的小路在树下延伸，静
谧而不失古韵的村落给人难得的
宁静之感。

2019年以来，抓住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机遇，宋代建村的杜家
庄在古桥、古树和古建筑资源保
存完好的条件下，将特色景点串
联成特有的古韵水墨画，并确定
了高效暖冬种植与休闲旅游相结
合的“花园式农田”发展思路，一方
面拆违建、护环境；一方面在苹果
种植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荷兰香
蜜杏、露天大樱桃、蓝莓和火龙果
等种植，走出了属于杜家庄的特
色乡村振兴之路。

和杜家庄村的“先天优势”不
同，亭口镇复兴村的发展更像是绝
地求生。

历时10年，复兴村人以蚂蚁搬
山般的毅力修成了从村头到山顶

的路。借着高效节水灌溉、水库除
险加固等政策的“东风”，复兴村又
解决了水的问题。路通水足只是解
决了发展的第一步。瞄准“美丽乡
村+乡村旅游+影视基地”的新方
向，复兴村有了新动力。在栖霞市
委宣传部和文旅部门的推动下，电
视剧《好雨知时节》和电影《苹果村
的喜事儿》先后到复兴村取景拍
摄，由此衍生打造的影视拍摄基地
正成为农村影视剧取景的热门选
择。2020年5月，村党支部筹资80万
元建设的民俗大食堂正式投入使
用，集吃玩住于一体，让复兴村的
乡村旅游发展更有底气。

探索“果乡”的农业
现代化之路

带领乡村寻到适合自己的发
展之路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更重
要的作用在于能达成共识、形成合
力，为乡村振兴带来更持久的发展
动力。

苹果产业是栖霞富民强市的
主导产业，也是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的基础产业。近年来，栖霞市积极
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把
老龄果园更新改造作为打赢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战的关键。
但“树老、品种老、土地老”是

栖霞苹果产业的发展现状，在人口
老龄化、土地分散的情况下，单纯
依靠果农改变几乎不现实。栖霞市
松山街道汉桥村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带领下，找到了一条“可行
方案”。2017年12月，汉桥村通过村
民入社的形式改造老果园，一次性
流转土地618亩，采用国内最先进
的种植模式和管理技术，实现规模
种植、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多方
共赢局面，2020年汉桥村集体收入
20万元，预计到盛果期后村集体能
增收400万元以上。

在抓好产业园项目建设的同
时，汉桥村还积极拓展产业项目，
投资60万元种植石榴、樱桃及香蜜
杏等280亩，并着力发展禽类养殖
等多种经营，同时在产业园沿路种
植月季、石竹等观赏花卉，春季整
个产业园犹如花海，可吸引大量游
客采摘、游玩。

很多人对栖霞的印象一直停
留在苹果的基础上，但其实“果
乡”并不只有苹果。栖霞市庙后镇
创新“党委+村党支部+联合社+公
司”模式，联合25个村级合作社成
立栖霞市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筹资2000余万元，流转
土地100亩，建设大樱桃示范园，
其中5个樱桃大棚规模为栖霞乃
至烟台之最。

在庙后镇的樱桃大棚内，不仅
有精品观光采摘区，还有矮化培育
管理区和科研项目及冷藏加工等
区域，一场轰轰烈烈的“品种改革
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更让人
欣喜和难忘的是，这场革命中村民
唱主角。矮化培育管理区有村民在
负责，科研项目区域农民变身“科
研人员”参与培育，观光采摘区依
然是村民负责打理。

联合社将分散的资金、技术等
要素集聚、联合，融入全镇发展的

“大盘子”中，推动产业链协调发展
和全程综合服务，实现了农资供
应、技术指导、质量标准、宣传推广
和销售推广的“五统一”，如今庙后
镇的大樱桃因地质富含硅元素而
统一注册为“庙后富贵”大樱桃商
标，申请了绿色有机认证，正逐步
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优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乡村振兴的栖霞实践“密码”
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栖霞市持续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以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为
抓手，大力推动苹果
产业转型升级，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有
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为乡村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这份属于
栖霞的乡村振兴实
践“密码”正在被更
多人看见，2021年栖
霞市被确定为山东
省合作社整县提升
试点县，目前栖霞市
已改造老劣果园 1 8
万亩，未来栖霞还将
在乡村振兴方面交
出更多特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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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造老劣果园，栖霞苹果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关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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