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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联动聚势能 人才赋能添活力 乡风淳朴映新颜

长清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
青山绿水相依、村容村貌整洁、特色产业“百花齐放”……如今走进济南市长清区，一幅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图景生动呈现。
今年以来，长清区锚定“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任务，聚焦以党建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累计创建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49个，高质量打造万德街道“齐鲁8号风情”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
级示范区、五峰山街道泉韵乡居“樱桃谷”市级示范区，双泉镇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在亮眼
的成绩背后，长清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

石晟绮 济南报道

“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产业带动乡村快速发展

走进济南市长清区南纸坊
村，崭新的日光温室大棚、现代
化冷库整齐排布。“我们村耕地
面积1000亩、山场2600余亩，原
先我们村没有特色的支柱产
业，村民种地基本是‘靠天吃
饭’，不少村民只能外出打工，
大片的土地都处于撂荒的状
态。”南纸坊村党支部书记卢圣
永介绍道，2023年，为增加村民
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南纸坊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从产业
扶持、技术服务等方面入手，着
手发展菌类种植。

通过创新的“合作社+产业
发展”模式，南纸坊村成功发展
了冬暖式食用菌大棚，并在种植
黑皮鸡枞菌方面取得了初步成
功。这种模式不仅为村集体经济
带来了显著的增收，还为当地居
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有效提升了村集体的自我发展
能力。

卢圣永说，如今在乡村振兴
衔接资金的支持下，温室大棚、
冷库的建设，大幅提升了鲜活食
用菌产地冷藏保鲜能力，提高了
鲜活食用菌附加值，更为今后南
纸坊村发展乡村旅游观光采摘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项目建成
后，预计带动15名闲置家庭妇女
劳动力就业，实现村集体经济年
增收6万元”。

从“小田地”到“大温棚”，从
农户“单打独斗”到形成规模“抱
团发展”，这不仅是南纸坊村的
成功经验，更是整个长清乡村产
业振兴的缩影。

产业兴才能百业兴，带动一
方致富与发展。当下，山东正不
断坚持集群化发展方向，打造
一批特色支柱产业，让产业振
兴成为齐鲁样板的鲜明底色。

长清区辖内农副产品品种
丰富、质量优，张夏玉杏、万德长
清茶、五峰山大樱桃……每一件

“好品”的背后都是一个产业，如
何从一批“小特产”变身“大产
业”，成为破题的关键。

坐拥资源优势，今年以来，
长清区整合各级各类涉农资金，
提供产业连片发展“政策包”，优
先支持带动就业强的共富项目
落地。同时，组建城乡共富服务
队、电商直播助农团，定期开展

“助农大集”“直播下乡”等活
动，常态化推动90余种特色农
产品进社区、进景区、进高校，形
成主播人气提升、产品销路拓
宽、消费者便捷采买的互利共赢
良性循环。

此外，长清还积极推进片区
联动，立足各街镇地域特色和资
源禀赋，以片区化理念为引领，
打造“花开御道、山水灵岩”“山
泉乡韵、桃鲤村居”“黄河廊道、
古韵新居”三大示范片区，推动
乡村振兴由“单打独斗”向“片区
协同”升级。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让区
域奏响产业振兴“大合唱”。目
前，长清组建联村党委 8 8个，
484个村实现资源整合、抱团发
展。依托济南市“万人下乡、千
村提升”工程，组建10个“第一
书记服务联盟”，推动第一书记
组团开展片区帮扶，合力谋划
实施311个村级产业发展和民生
服务项目。

激活“人才引擎”
建强乡村振兴“青年军”

金秋时节，暂别闹市喧嚣，
走进长清区张夏街道的“一方小
院”内，品一杯清茶，享山间秋景
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求“诗与远
方”的新选择。

“目前小院占地3000余平方

米，可同时容纳游客300人，集特
色餐饮、休闲娱乐、网红打卡等
于一体，为有不同需求的市民游
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小院主
理人金杰介绍，接下来小院还预
计打造配套的民宿，“如果‘试
水’效果不错我们会将其铺开，
把全村都带动起来”。

2021年初，在外创业多年的
金杰下定决心返乡，与其他几位

“80后”一起盘活闲置庭院，打造
了“一方小院”，不仅吸引众多游
客来此消费，更“留住”了人气，
有效地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
提和支撑。为蓄足乡村振兴“人
才池”，长清全面摸排在外能人，
逐村建立“人才招引库”，同时用
好13所驻区高校资源，定期组织

“高校学子长清行”系列活动，积
极引导大学生在乡村实践锻炼，
多方渠道招引有实用技能、经营
能力和创业能力的青年乡土人
才留在长清。

引得“凤凰来”更要留得“凤
凰栖”。打造更好的干事创业软
环境，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优势
和长处，让人才充分展示才华，
才能切实将人才“第一资源”转
化为乡村振兴“第一动力”。

坚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放大“贤才”思想活、有情怀、
市场经验丰富的优势，用好“高
校专家智库”“三专员两顾问”资
源渠道，通过能人领办合作社联
社、组团到村调研指导等方式，一
村一策为村级发展开方子、找路
子、搭梯子。同时，推行“村推、镇
选、区备案”选育机制，对符合条件
的“新农人”“田博士”“土秀才”等，
建立“农村优秀人才”跟踪培养机
制，细分“两委”干部、党员、致富
带头人等培养方向，量身定制成
长方案，让人才在长清能够有施

展才华的“一方天地”。
如今在长清广袤的田野上，

有许多像金杰一样的返乡人才
在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能量，
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引
领者。

厚植乡风文明
点亮和美乡村新生活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
铸魂。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乡村文化
的繁荣和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
化也不容忽视。这其中，乡风文
明是保障，移风易俗是关键。

近年来，长清区坚持以深化
改革为动力，把有效治理婚嫁彩
礼过高、婚丧事宜大操大办等突
出问题作为推动移风易俗、打造
乡风文明的重中之重，通过抓宣
传、定制度、树榜样，引导广大群
众革除陈规陋俗，营造移风易
俗、文明和谐的良好乡风。

“移风易俗的实质就是破除
陈规陋习。移风易俗包括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依托长清区社
工站，志愿者深入村居、学校进行
公益宣传，以发放宣传海报、面对
面宣传讲解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
做到文明治丧、抵制陈规陋俗和封
建迷信，争做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
者和自觉实践者。

“最近几年，亲朋邻里家中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情况很少
了，大家越来越觉得所谓‘排场’
没有意义。”长兴社区居民李女
士感慨道，“移风易俗 文明乡
风”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居民们的
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向“婚事简
办、厚养薄葬”的方向转变。

乡风与每个家庭的生活息息
相关，想要让文明新风真正沁入人
心，方式方法也应“润物无声”。

长清区孝文化艺术宣讲团
以移风易俗为重点，精心编排

《移风易俗清风来三句半》《生
日》等移风易俗主题文艺作品，
深入农村和社区，参与移风易俗
公益广告拍摄，为群众送去喜闻
乐见的节目，全年演出60余场，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群众在欣
赏艺术的同时，接受移风易俗的
教育和熏陶。此外，“彩虹连心文
明使者进万家”活动整合350名供
电系统基层网格经理力量，作为
文明使者深入千家万户，开展

“六送”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
源头上整治高额彩礼、大操大
办、封建迷信等突出问题。

依托全区各类媒体资源，长
清区开设移风易俗专栏，滚动播
放公益广告与宣传视频，并精心
策划“深化移风易俗 倡树良好
家风”系列专题片，全方位、多角
度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

放眼如今的长清，文明新风
劲吹，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长清区正以坚定的步伐和务实
的行动，诠释着乡村振兴的深刻
内涵和时代价值，谱写乡村振兴
的崭新篇章。

助农大集

长清区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

社区开展移风易俗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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