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曲阜：乡村振兴催发社会新活力

从绿树成荫、古色古香、

悠闲宁静的生态振兴，到孝

老爱亲、家风家训的文化振

兴，再到设施大棚培育特色

高效农业的产业振兴，曲阜

市乡村振兴前进的脚步越走

越快。近年来，曲阜市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大

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创优农

业品牌、壮大特色产业、推进

美丽乡村示范创建“四项重

点”工作。在春的气息中，曲

阜市乡村振兴的征程重新启

动。

村村庄庄清清洁洁行行动动成成全全国国先先进进
打打造造““秀秀外外慧慧中中””宜宜居居乡乡村村

漫步曲阜乡村，或绿树成
荫、随风摇曳，或古色古香、悠闲
宁静。伴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
和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推进，越来
越多的村庄变成了村民们想要
的模样。在3月10日公布的“全国
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中，曲阜
市榜上有名。

墙外是绿树环绕的柏油路，
墙内是花草点缀的农家小院，在
尼山镇圣源村，家家户户都在争
创“美丽庭院”示范户。村民孟啸
家评上了“美丽家庭”示范户后，
引来不少村民前来串门“取经”，
门前的花草摆放造型，墙上的孔
子像、家风家训，墙边的图书角，
居室的收纳技巧……这些都成
了大家模仿的内容。

“当上示范户，能带动大家
共同进步，现在整个村子不光干
净多了，精气神也都上来了！”孟
啸乐呵呵地说。2019年，曲阜全
市共有5899户获评第一批“美丽
庭院”示范户。

3月19日，九仙山脚下的吴
村镇簸箕掌村已是草木蔓发。宽
阔平坦的村道，干净整洁的院
落，在山水辉映间越发美丽宜
人。“以前，村里的环境卫生并不
尽如人意。”说起这些年的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郑有合感慨万千。
“这几年有了城乡环卫一体化，
现在的簸箕掌可不一样了！对于

‘生态田园簸箕掌，宜居宜游长
寿村’这个招牌，我们更有底气
了！”郑有合说。写在村民们脸上
满满的幸福感，同样印证着这些
年村子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曲阜共有济宁市级以
上美丽乡村42个，下一步将以打
造“最干净的村庄”为目标，列支
专项资金，创建美丽乡村20个，
打造“清洁村庄”50个。

“改善农村环境，建立长效
机制是关键，促进外在美向内
在美、持续美转变。”曲阜市委
书记刘东波表示，下一步，曲阜
市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完善镇街村居人居环境领
导体制，成立工作专班，完善评
比机制，定期开展整治行动，突
出清理死角盲区，保持村庄长
期干净整洁。同时，更加注重引
导农村居民养成文明卫生的生
活习惯，培养卫生健康意识和
环境保护理念，将村庄清洁行
动与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
发展乡村产业、建设文明乡风
等有机结合，打造“秀外慧中”
的宜居乡村。

““黎黎明明之之约约””村村民民互互助助
让让家家风风家家训训容容纳纳新新内内涵涵

走进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
村，村前成片的樱花树在此默默
盛开，远处的小村落掩映在一片
粉色的海洋中。清洁的马路、仿
古的路灯、雅致的农家小院……
在这里，传家风、晒家训的活动
在村民之间默默传承，传统文
化、传统习俗的传承从未消失。

村民李德凤的家中，“责之责
爱之爱，人心己己心人”的家训被
装裱起来，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

“孝顺、和睦、宽容，这些都是一代
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推己及人，婆
媳之间、家人之间这样来待人接
物，家里没有过不去的坎。”李德
凤说，在武家村，每家都有自己的
家训，一代代不断传承，家风自然
越来越好。

74岁的马西英经常一边晒
着太阳，一边等着志愿者蒋凤的
到来。马西英的老伴去世多年、
子女均在外打工，孤身一人生
活。“蒋凤比亲闺女还亲，来了之
后看着哪里脏了就收拾收拾，看
见脏衣服就给我洗洗。”马西英
说，蒋凤的这些举动自己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从心里疼爱这个姑
娘，现在马西英总是亲切地称呼
蒋凤为“大侄女”。

“老太太自己居住，不过来
看看自己也不放心。”蒋凤说，年
前的一次经历让蒋凤记忆犹新。

“老太太房门一般都是开着的，
出门也都上锁，这一次过来敲门

没人应，总觉得不对劲。”蒋凤
说，打开门后，发现老太太卧病
在床，自己也不肯去医院。蒋凤
匆忙为老太太买来药品，当天下
午老太太的病情便好转了。

“我们自2019年7月份开始，
一直在开展‘相约黎明’的活动，
村民之间互助团结的气氛更加
浓郁，邻里之间相处更融洽。”武
家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武波介
绍，“黎明之约”就是把村里的24
位留守、孤寡老人，全部由武家
村党员干部分包负责的孝老爱
亲志愿服务活动。在武家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这里共有5支志
愿者服务队，“从文明实践到文
明礼仪，移风易俗到家风家训，
还有‘相约黎明’，这5个志愿服
务队分工明确，为提升大家的精
神文明贡献了不少力量。”武波
说。

“每天清晨一个招呼绝对不
是在做样子、走形式，而是不想
让任何一个村里人觉得自己没
人管、没人问。”武波说，通过这
种形式，找回邻里间的亲情，回
归到以前的淳朴的情感，让家风
拥有更多的新内涵。

灵灵活活调调整整农农业业种种植植结结构构
用用设设施施大大棚棚培培育育特特色色农农业业

19日，在曲阜市吴村镇高楼
村骊珠葡萄产业园里，一排排标
准钢架大棚整齐排列，葡萄已结
穗，长势旺盛。村支部书记郑立
义正在对葡萄种植户进行技术
指导。高楼村是远近闻名的“葡
萄专业村”，村里有41个高标准
设施大棚，近期还刚引进了藤稔
等新品种，实现了品质提升和产
业升级。

“去年一个棚就卖出了近6
万元，今年有了经验，一个棚亩
产量我们有信心达到6千斤。按
市场价最低每斤20元来算，今年
收入翻番没问题！”郑立义信心
十足地说。葡萄大棚指导完毕，
郑立义又来到新建设的哈密瓜
大棚，瓜苗早已完成牵引绑蔓，
村里长期聘请的青岛莱西指导
员正讲解技术要领。

相比“老招牌”有机葡萄，哈
密瓜是高楼村今年的“新秀”，刚
刚栽植好的第一批瓜苗现在长

势喜人，看着满棚碧绿葱翠，郑
立义喜上心头。“今年哈密瓜五
一假期也就能上市，亩产量能达
到四五千斤，按去年最低6块钱
一斤算，一个棚保底收入 3万
块。”郑立义说。

不远处的生态果蔬种植基
地，18个钢架大棚有序依次排
开。2019年12月开工建设，1个月
后18个大棚在此矗立。“前期在
骊珠葡萄产业园里进行育苗，大
棚建设完成后我们便将苗挪了
过来。”吴村镇乡村振兴服务队
副队长朱传勇说，根据季节时
机，我们在18个棚内种植了哈密
瓜，一个棚内2700余颗苗，五月
份哈密瓜上市后将迎来第一波
收益。

生态果蔬种植基地是2019
年吴村镇创新实施“飞地经济”
村集体发展新模式，将5个乡村
振兴服务村和3个济宁市派第
一书记村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进
行统筹使用，在试点村连片建
设设施大棚，种植高附加值特
色农产品，因地制宜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步伐。截至目前，吴村全镇已建
设发展62个高标准大棚，占地
300余亩。

近年来，曲阜市高度重视设
施农业，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把
发展大棚经济作为引导和带领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突破口，让
当地农民从“靠天吃饭”走向“靠
棚致富”，为农民增收致富搭建
了平台，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把
建设大棚果蔬种植基地、发展大
棚经济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点来
抓，大力培育特色高效农业，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目前，曲阜市
设施大棚占地面积1万余亩，吸
纳附近村庄6000余人就业，人均
增收1 . 2万元。

此外，曲阜市还加强村党组
织带头人建设，多元化选拔村党
组织书记，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
经济；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智
力合作……曲阜市以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确保乡村“五大
振兴”齐头并进，增进农民福祉，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慧
通讯员 陈曙光

尼山镇圣源村花海盛开。

吴村镇高楼村骊珠葡萄产业园的大棚内，工作人员正在为葡萄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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