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实干作答
在示范片区引领上下功夫

秋日的即墨，五谷丰登，千家万户谷
满粮仓，在希望的田野上，各种收获的作
物绘制出一幅五颜六色的丰收画卷。

即墨区遵循“规划先行、片区打造、
多元融合、各具特色”理念，坚持系统化、
市场化、特色化、品质化“四化”联动，加
快推进“4+4+N”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
设，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示
范区。

紧紧抓住顶层设计这个关键，成立
由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的示范片区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并研究
制定《即墨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高质
量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实施意见》
等系列文件。考虑到布局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建设的路上少不了资金“护航”，
2021年区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在土地
规模化、产业园区化、服务专业化、经营
市场化方面实施了 22 条扶持政策。同
时积极争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使
得大量财政和金融的“源头活水”不断涌
向乡村。

透过具体行动可深切感受到即墨区
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因地制宜、突出不
同片区特色的创新思路。以鳌山卫“茶
香梅谷”等 4 个成熟片区高端引领，段
泊岚“果香柳韵”等 4 个新兴片区聚势
突破，温泉“文旅汤上”等其他区域N个
片区蓄势聚能的建设示范片区良好格
局。

其中龙泉“莲花田园”依托莲花山田
园山水廊道等自然资源，着力塑造现代
产业与原乡情怀相融合的“城市田园”，
示范片区聚焦要素赋能，推动资产资源
由闲到活，盘活闲置资产3.5万平方米，
流转土地1000余亩；推动经营主体由散
到合，培育发展瑞草园、竹韵轩等100余
家涉农企业，成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
盟，吸引社会资本3000余万元。支部领
办合作社工作走在全区前列，满贡、蒲渠
里等4个村开设“书记直播间”带货，直
播300余场，年销售额1500余万元。片
区荣获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新典范地区、

“我喜爱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案例等荣
誉。

灵山“花乡药谷”已创建为省级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经过近几年
持续打造提升，基本形成“一核二廊三
谷六园”发展框架，片区产业特色鲜明，
增收带动作用明显，实现新兴产业从无
到有再到优、投资过亿元项目“从 0 到
10”的突破，土地规模化经营面积从
2018 年的 0.7 万亩增至 7.23 万亩，带动
集体年增收 560 余万元，落地大医精
诚、北沃医疗等医药项目12家，灵山街
道从“市级经济薄弱镇”一跃成为“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

田横“蓝湾薯乡”片区，则是主打山
海经济特色，沿山发展地瓜种植加工特
色产业，沿海发展生态养殖，多样化带动
农民创业创富。通过这些示范片区建
设，串联起全区一百多个新村连片起势
跃升，使得全区乡村活力不断激活。

奋楫前行
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如何通过产业振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强劲动能？即墨区这样回答——

从发展优势来看，即墨区独有的自
然地理条件有着适宜农、林、果、蔬、渔各
业发展的肥沃土壤，这孕育了多样化农
业特色。全区已初步形成“西部种子蔬
菜，中部花卉中草药，北部粮油畜牧，东
部果茶薯芋、沿海水产，南部农产品物流
加工”的总体格局。目前，以种业为主导
产业的移风店镇、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
的段泊岚镇、以花药生产加工为主导产
业的灵山街道、以大米食用菌为主导产
业的蓝村街道等8个各具特色产业的镇
街已获评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立足“特”字下功夫，即墨区重点打
造了包括种业、蔬菜、海产品、食用菌、
果茶、畜禽、农产品加工在内的 7 条十
亿级产业链，累计引进培育正大等龙头
企业 42 家，年产值过亿元农产品加工
企业达到 15 家。依托国际种都核心区
建设，高起点谋划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以“高端化、精品化、特色化、集群
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打造以种子为
主，种畜、种禽、种苗为辅的“一主三辅”
四种共育的空间布局。核心区已引进
瑞克斯旺公司、德龙公司、牧原公司、悦

海湾公司为代表的重点种业产业链企
业 44 家，研发培育新品种达 500 余个。
其中瑞克斯旺的牛角椒种子占全国市
场70%，德龙的线椒品种占韩国市场的
90%以上，德瑞骏发的马胚胎移植技
术、精液冷冻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全区年产海参苗种约 500 万公斤，是北
方规模最大的海参苗种生产基地……
初步形成集种子研发、培育、销售、展示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即墨区不仅有立足土特产延伸产业
链的思维，也有跳出土特产看“土特产”
的视野，并通过统筹推进品种优化、品质
提升、品牌打造，引导家庭农场、合作社
做优创牌，实现了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三品一
标”农产品100个，“采食即墨”区域公用
品牌连续四年被评为“中国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年度市场竞争力品牌”。

用心用情
美丽乡村建设显成效

风景美如画，幸福踏歌来。
穿行于即墨各个乡村间，整齐划一

的民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个个匠心
独具的景观小品精妙绝伦，一座座别致
亮丽的农家新庭院成为村民们的温馨港
湾，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乡村公路通向远
方，汇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图。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即墨区对乡村
水、电、路、气、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进
行全面提升，共硬化道路 73.6 万平方
米，实施村庄绿化 28.4 万平方米，浆砌
排水沟 23.2 万米，修建休闲健身广场
177 个，对房前屋后长满杂草的闲置地
进行绿化美化，建成绿地广场和棋牌活

动场所，同时对断壁残垣、乱搭乱建、河
塘开展专项整治，消除卫生死角黑点，推
动村庄环境“大提升”，点缀和美乡村画
卷，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截
至目前，即墨全区累计创建市级以上美
丽乡村示范村 166 个，示范片区 70%以上
村庄都创建为美丽乡村示范村，龙泉“莲
花田园”片区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
新典范地区，西姜戈庄和鳌角石村被评
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环境美了，配套齐了，美丽乡村还引
得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形成东部沿海旅游
带和西部农业采摘示范园。节假日期间，
各地将当地特色农产品采摘、绿色餐饮、
学游体验等旅游资源有机串联起来，不仅
满足了游客多元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更为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从垃圾收集、村内道路硬化、卫生改
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到面源污染治
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自深入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以来，
即墨以示范片区为重要阵地，由内而外、
由表及里系统改善农民居住生活环境。
全区建设金口污水处理厂等 39 处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达 1.1 万吨，
覆盖村庄 200 余个；持续完善农村“水、
电、路、气、信”等设施，基本实现自来水

“村村通”和街巷硬化“户户通”；开展“四
好农村路”建设，成功创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

从生态宜居到治理有效，从产业兴旺
到乡村振兴，即墨乡村不断更新升级，一
幅乡村振兴、宜居富民的幸福画卷正徐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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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即墨乡村振兴开“新”路 秋收满目皆“丰”景

2024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抓实抓好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档升级，
以“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振兴，坚持
不懈抓好“三农”工作。作为省内龙头，
助力抓实抓好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档
升级，青岛责无旁贷。事实上，今年以
来，青岛已多次顶格部署乡村振兴工
作，并明确提出要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先行区。在此背景下，谋定而动
的即墨区又该如何努力，答好这道新时
代乡村振兴“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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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田园“悠仙美地”休闲区。

移风店现代化育苗中心。灵山街道丹参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