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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乡村振兴示范先行区，
总投资16.9亿元，在110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描绘出独具都市郊区
优势、体现中国北方特色的乡村
振兴先行区；

12 个产业振兴集聚区、373
家农业产业园、181家畜禽规模
养殖场，构建起镇域产业“一区多
园”发展新格局；

13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总
投资56.7亿元，实施项目298个，
以点带面、串珠成链，助力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全区流转土地50.7万亩，流
转 率 70.1%，土 地 规 模 化 经 营
58.45 万 亩 ，规 模 化 经 营 率
81.5%；

培育形成果品、肉兔、深远海
养殖等数条10亿元级特色农业
产业链，新区被认定为省级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
这是西海岸新区向乡村振兴

迈出的铿锵步伐。
春种秋收岁月更迭，乡村振兴

步履不停。近年来，西海岸新区聚
焦“三农”发展，脱贫攻坚圆满收
官，乡村振兴步稳且坚。立足城
乡共生、关系紧密的典型特征，西
海岸新区致力于打造美丽宜居城
乡融合发展共同体，全域创建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乡村振
兴发展势头强劲、亮点纷呈。

西海岸新区：

乡村振兴成色足 风帆高扬正当时
打造乡村振兴新特色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大美西海岸，每一
个“美丽乡村”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与发展
路径。

作为青岛市十大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之一的铁山街道杨家山里示范片区，立足特色
资源禀赋，坚持党建引领、赓续红色血脉、厚植
绿色生态、做强“乡”字品牌、创新共富模式，走
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红色传承、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片区内村庄获评全
国生态文化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山东省红
色文化特色村等荣誉称号。山东省、青岛市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现场推进会在这里现场调研，
获得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

铁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祝增建在风景如画
的黄泥巷村介绍道，我们打好生态优先、红色
传承、景村融合“三张牌”，推进杨家山里示范
片区业态、设施、管理、服务全面升级，实现片
区田园景区化、旅游全域化、运营专业化。我
们开发原乡历史文化线、红色文旅体验线、原
乡生态体验线 3条旅游线路，带动村集体经济
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增长约20%。

2022 年获评首批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
级示范区的张家楼街道，跑出了乡村振兴

“加速度”。
“我们在优产业、聚人才、兴文化、美生态、

强组织上狠下功夫，规划建设了占地1500亩的
乡村振兴产业集聚区，培育了‘画美达尼、红色
石河’等一批特色产业村。”在张家楼街道党工
委书记车明超的发展谋划里，打造“新特色”才
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张家楼街道的发展脉络，完美印证了西海
岸乡村振兴前进的轨迹。加快省级现代农业
强县建设，高标准建设杨家山里、画美达尼、
山水藏马等 13 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升 12
个产业振兴集聚区，培育 65 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壮大海青茶、蓝莓、食用菌等特色产
业集群……回顾近年来新区乡村振兴纪实可
清晰发现，“特色”正成为西海岸乡村振兴的主
旋律之一。

一组数据显示西海岸乡村振兴“新特色”
成果显著：

区级层面，构建五大城乡融合发展组团，
推动功能区与镇街双向互动，以 373 家农业产
业园引领都市农业，形成果品、肉兔等十亿级
特色产业链。以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引领现代
渔业，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累计收鱼
850吨，国家级海洋牧场达16处、占全国9.5%。

镇级层面，加快建设12个乡村产业振兴集
聚区，构建“一区多园”发展新格局，产业振兴
集聚区内落地319个项目，完成投资210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达146亿元，带动就业3.5万人；

村级层面，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145个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59个，推动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村集体年均增收 3 万
元。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以美丽乡村催
生美丽经济，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建成美丽
庭院4.23万户，美丽乡村示范村145个，打造了
四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形成了 8个美丽乡村
示范片区，创建了 105 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品
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成型。

推动资源资产资本化

农村资产普遍存在价值不高的情况，究其
原因是很多资源没有变成资产。如何将农村
资源资产资本化？西海岸探索出一条有效路
径：推进“乡村公共资源＋共富公司”试点，盘
活闲置农房、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撬动社
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做到有效投入、长期产

出，推动强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
初春时节，设施大棚内迎来草莓旺季。每

天一大早，六汪镇悬泉村村民刘金彩会准时出
现在草莓棚，熟练地摘下红彤彤、油亮亮的草
莓果子并进行装盒。“俺今年60岁，孩子都在城
里工作，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村里的‘共富公
司’介绍俺到这个农场打工，100 块钱一天，活
儿也不累，俺很满意！”

悬泉村党委书记、青岛七彩泉农业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定定告诉记者，悬泉村的

“共富公司”由 7 个网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
成，主营饮用水生产销售、农产品加工销售、劳
务输出、建设工程等，承接到项目后，就会在各
网格村招募雇佣闲置的劳动力，这样不仅村集
体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提到改革激发新活力，大场镇和王台街道
各领风骚。

大场镇试点“三社一司”综合改革集成试
点，稳妥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融合。健全拓展
了党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间利益联
结机制，通过成立党支部领办田园（土地托
管）、劳务、乡舍三个合作社和共富公司，把土
地、资产、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统筹利用起来，
让村集体和村民更加有效地参与二三产业发
展，实现了村强民富。

2020年 6月，王台街道（原王台镇）引导辖
内 22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近 5000 万
元，成立青岛王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这是青
岛市首家镇级集体经济投资开发公司。运营
一年多来，实现了248万元的保底收益，入股各
村平均增收达10万元，既服务了当地新旧动能
转换和产业发展需要，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带
来新思路。

“共富公司”是西海岸新区在 2022 年 11
月推行的一种新型农村经营模式，通过多村
联建、村企合作等模式整合资金资源，突破村
域限制，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有
机统一，确保农村资产保值增值。2022 年，新
区围绕公共资源高效利用，创新资源联合开
发、资金联合创投、资产联合经营“三联”模
式，全区已成立共富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 131
家，共富田园合作社入围全国农民合作社前
十强。

一个个乡村“共富公司”走出了一条“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宽广路
子。“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动农村资源资产资本
化，着力创新突破。”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卫青表示，西海岸将持续加强农村
金融方面的研究，积极探索村级集体资产资源
资本化有效途径。如今的西海岸，西部12个涉
农镇街中有 7个财政收入突破亿元，村集体收
入全部超过 50 万元。全区土地流转率达到
70.1%，19万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就
业、创业，享受土地流转租金、工资收入、收益
分红，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82万元。

培育乡村旅游新亮点

如今，乡村旅游已成为很多人休闲度假的
方式之一，农家小院宁静温馨、乡村道路通畅
便捷、富民产业提质增效、田野深处生机勃
勃。“要发展好乡村旅游，打造好农家小院，建
设好乡村道路，为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
础。”王卫青表示，以乡村旅游促乡村振兴要突
出特色、亮点。

香气扑鼻的土窑焖烤肉，劲道的老妈手擀
面，鲜味十足的海鲜烩饼，热气腾腾的大众砂
锅、老汉全羊汤，来自乡间的纯正食材、原汁原
味的乡村私厨……汇聚种类丰富特色美食的
藏马镇藏马乡村美食街，吸引周边市民前来打
卡，浓浓烟火气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在藏马乡村美食街，老妈手擀面的合伙人

黄进淑一边忙着招待客人，一边谈起了在此经
营的原因，“选择在这里开店，是因为靠近藏马
山旅游度假区，游客多。另外，藏马镇在发展
规划、运营支持、创业扶持等方面也给予我们
很大的帮助。”黄进淑说。

位于西海岸新区西部的藏马镇，绵延起伏
的藏马山、风光秀丽的藏马湖，让这座小镇拥
有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为盘活乡村闲置
资源，加快推进辖区旅游配套产业发展，藏马
镇分批次培育发展“藏马当鲜”特色农家乐集
群，引导各村在现有农家乐的基础上，进行高
标准规划提升设计。同时，鼓励城乡居民利用
镇域内闲置住宅或闲置集体建设用地，以及其
他闲置的村（居）集体用房等资源，结合人文、
生态资源，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打造具有藏
马特色、乡村特质、农家特点的小型旅游接待
服务场所。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 万人次，文化产业
年产值 2.6 亿元；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油画企
业青岛绿泽画院，其油画作品畅销欧美20多个
国家和地区……作为青岛市十大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之一，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画美
达尼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
业，推动乡村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打造“生态
美、产业旺、文化兴”的富民惠民乐民新业态。

“未来，我们要用好红枫林、达尼画家村等优势
资源，通过引入专业公司，搭建场景，丰富业
态，市场化运营，推动乡村旅游跨越发展。”对
未来的乡村振兴道路，张家楼街道党工委书记
车明超有了新的谋划。

塑造农业品牌新优势

产业振兴，品牌当先。西海岸新区共认证
“三品一标”农产品 130个，获得国家优质农产
品品牌11个、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品牌12个、市
区知名农产品品牌84个，一批独具特色的农产
品品牌正赋能西海岸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品牌
战略、品牌经济、品牌形象不断激活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潜力动能，持续助推农业提质增效，
带动乡村产业全面兴旺。

青岛西海岸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主任刘
记军介绍，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品牌
建设贯穿农业全产业链，是助推农业提档升
级、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和持久动力。

质量打底，让农产品“更安全”。
——用品质提升增强发展动能，靠品牌效

益聚集资源要素，西海岸新区坚持品牌化经
营、产业化发展、标准化生产、智能化管理，不
断把品牌优势转化产业振兴优势。

“蓝莓暖棚中温湿度、水流量、水肥EC值、
pH值等数据，通过手机App就能实时监控。”宝
山镇森茂常源蓝莓基地技术人员李宁轻点手
机，调出了一幅暖棚温湿度监测实时数据的综
合图片。他介绍，园区引进国外先进的滴灌技
术，采用全基质栽培，并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
将大数据运用到蓝莓生产管理上，有力推动了
蓝莓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大数据“嫁接”黄岛蓝莓，对种植、冷藏、运
输、销售等进行全程监控，给产业发展插上了
科技的翅膀。

“基地开展了南高丛蓝莓品种引种试验和
配套基质栽培技术试验，将蓝莓基质栽培营养
液配方用于新品种H5，使得蓝莓提前到2月份
上市且栽培出的果实更大、口感更好，每斤售
价达到 140 元以上，这大幅提高了我们园区蓝
莓产量和品质，农户的经济收益显著提升。”森
茂常源蓝莓基地负责人周伟自豪地说。

“标准提升品质，品质塑造品牌，确保每个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覆盖的产业必须建立完
善一套科学有效、绿色生态、可操作性强、容易
推广的生产标准体系，逐步实现绿色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全覆盖。”新区农业农村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孙磊表示。

严格的标准、动态的监管、优良的品控，新
区实现了品牌农产品入驻青岛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率 100％、食用农产品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率 100％，让西海岸农产品
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多维发力，让农产品“卖得火”。
“酒香也怕巷子深”，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

桌，农产品“市场销售”是必经的一道关口。对
此，西海岸新区多方面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
消费者了解、购买新区“瑯琊榜”系列农产品。

“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将采摘好的黑木
耳进行包装和装箱，品质有保证，请大家放
心购买。”大村镇院前网格党支部书记王本
顺与主播们在田间地头直播带货，并与直播
间网友进行互动。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先后
实施电商进农村全覆盖、农村电商巩固提
升、优化升级、提质增效等行动，大力开展高
素质农民培育，培训农村电商、直播带货能手
等技能人才 1.3 万人次，让更多优质农产品畅
销全国，新区“瑯琊榜”系列农产品销路越来
越广。

“这次‘共享视听 公益助农’活动是一个
全国性交流平台，能够直接面对西海岸这么多
优品好品进行直播，我觉得非常兴奋！我今
天上午、下午各播了两个小时，直播间里一直
很热闹，效果也很好！”总浏览量超过 500 万
的抖音短视频账号“哇塞西海岸”主播激动地
表示。据悉，本次活动邀请了“青岛大嫚肉泡
姐”等本地网红主播助阵，将直播间搬到琳琅
满目的展示摊位间，极大地提升了新区农产
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宽了新区农产品销
售渠道。

王卫青介绍，新区以全面推进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农村物流配送中心、镇街电商服务站、
村级电商服务点建设为抓手，整合了各行业协
会、社区团购等渠道资源，采取“团体助农爱心
购”“线上时髦消费购”“线下直选体验购”等模
式，帮助西海岸农品在线上、线下打开销路，实
现纳入公用品牌管理的品牌农产品卖得好、价
格高、评价优。

随着品牌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提升新
营销渠道、构建新消费模式、推进新产品研
发、健全供应链体系，推动农业产业标准化、
规模化、智慧化，必将成为西海岸农业品牌化
发展的引擎，必将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跑出
加速度。

（王 雪 叶 点 周垂伦 高 媛）

短评

蹄疾步稳奋进新征程

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西海岸新区立志
要把这盘大棋走好走顺，让新区乡村拥有持
续健康的自我造血内生发展动力。要让造
血更持续更健康，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提升
产业市场价值，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强区建设，全力保障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不断提升农业质量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新区样板”，为全区育先机、开新局、稳
住“三农”战略后院，夯实了压舱石。

通过一系列探索尝试，西海岸新区乡村
振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有力地促进了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铺
展开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壮美画卷。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黄岛蓝莓。

■西海岸新区铁山街道杨家山里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

■西海岸新区六汪镇六汪祝兹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西海岸新区大村镇青岛城发国际
牡丹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