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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扎稳打有干头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马春雨

日前，兖州区纸制品产业园山东金叶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多条生产流
水线全力运转，工人们正在有序地分拣打包
纸制成品，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主要利用原纸进行淋膜、剪切、加
工，产品为淋膜纸及食品包装盒等，具备年
产5万吨食品包装纸与配套加工的生产能
力，项目自洽谈以来，得到了兖州区委、区政
府的大力支持，现在项目已经顺利投产，产
品已销往河北、江苏等地。”山东金叶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佑昌介绍说。

兖州区立足结构优化及产业链发展，高
标准打造了纸制品产业园，形成了集育林、
纸浆、机制纸、纸制品加工为一体的链条式

格局，目前已入驻大中型造纸包装企业20
余家，年销售收入超过700亿元。去年以
来，兖州区依托产业链龙头企业——太阳纸
业，政企协同，以企招商，先后吸引湖北金叶
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食品级包装纸
与配套加工项目”、浙江鼎辉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8万吨食品级软纸淋膜项目”等
项目落户兖州，实现了纸制品产业链下游企
业招引“零的突破”。

去年以来，兖州区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招商引资
突破年”活动，全力以赴抓招商、真抓实干
兴项目，成立招商引资指挥部，完善招商
工作机制，开展“藤蔓式”以企招商，探索

“资源+招商”和“重整+招商”，依托存量
资源和破产企业招大引强，实现“零增地”
上项目。坚持精准化搭台，成功举办招商

推介活动4场，累计开展小分队招商100
余次，走访对接企业、单位200余家，捕捉
重点产业项目有效信息30余条。坚持高
效化服务，深入一线为投资企业和重点项
目开展帮办、代办服务，由“企业跑”变“政
府包”，全力保障项目快审批、快落地、快
开工、快见效。

“全市高水平开放暨高质量招商引资
大会发出了深化大开放、拓展大招商的动
员令。兖州区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抓经济
工作的‘天字号’工程，树牢‘人人都是招商
员’理念，持续掀起大抓招商、大上项目热
潮，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兖州力
量。”兖州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梁海涛表示。

万象更新春正浓，骏马驰骋逐春风。兖
州区锚定新能源、橡胶化工、造纸包装三大

千亿级产业链，争取再招引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招商，依托宁德时
代、华勤集团、太阳纸业等“链主”企业，实施
新能源产业“筑链”、橡胶轮胎产业“固链”、
造纸包装产业“延链”工程，全力招引上下游
企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进一步突出
招大引强，紧盯500强、大型央企、头部民企
和单项冠军、独角兽企业，高规格举办招商
推介会，拿出最好资源、最优政策，力争再招
引一批过10亿、50亿、百亿元大项目、好项
目，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优化投资
环境，对重大招商项目，区领导带头包保、一
线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确保
项目早签约、早建设、早投产，让招引企业与
本土企业一样在兖州有归属、有荣誉、有舞
台、有前途，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
动能。

以企招商 “链”出三大千亿级产业
——兖州区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驶入“快车道”

本报邹城讯（记者 杜文闻 实习记者 吴一鸣）3月29日上
午，由济宁市委宣传部主办，邹城市委宣传部、曲阜市委宣传部
承办的“好学济宁·学在乡村”济宁市2024“学习强国”走进乡村
振兴新业态活动在邹城市蘑菇科创园启动。

济宁市“学习强国”走进乡村振兴新业态活动，是促进“学
习强国”宣传推广与乡村振兴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是“学习强
国”由线上向线下深化拓展的有力举措，也是“好学济宁”“一月
一主题”活动的深度延伸。通过活动示范引领，有力有效地推
动市县乡各级积极做好“学习强国”与农业特色产业、农旅休闲
游、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的结合文章。

活动现场，来自济宁市各县市区的“学习强国”优秀管理
员、供稿员和学习达人们先后参与了学习达人寻宝答题赛、乡
村振兴主题场馆学习体验、“好学济宁”随手拍和学习故事分享
等活动，达人学习竞技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活动最后，为寻
宝答题赛、学习竞技活动获奖代表和邹城市“学习强国”学习达
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济宁市2024“学习强国”
走进乡村振兴新业态活动启动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高青青）3月29日上午，济宁市首个
保障性租赁住房升级改造项目在汶上县汉峰新材料保租房项
目现场举行，该项目建成后住房内将配备卫浴、家具、家电、网
络等设施，能够实现拎包入住。

据了解，本次开工的汶上保租房项目共有2个，分别位于南
郭线与G342交会处、宁民路与新世纪路交会处，总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预计2024年8月份建成投入使用。建成后汶上
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发展中心将对住房的出租和运营管理进
行监督，建立健全各主体档案，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

“安居”是“乐业”之本。汶上县突出住房民生属性，落实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等有关政策，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动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积极主动
筹集房源。目前共筹集保租房216套，为当地无自有住房的新
市民、青年人，包括符合当地住房困难标准的从事基本公共服
务的外来务工、新就业人员提供住房保障。

济宁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
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

■本报通讯员 刘大平

桃花渐次盛开，一派好春光。3月30日，贾堌堆农家
寨第三届汉服桃花节在梁山县贾堌堆4A级景区正式拉开
帷幕，现场热闹非凡，游客们摩肩接踵，沐春风、赏桃花、品
美食、购好物，尽享灿烂春光。

主办方现场准备了非遗曲目花鼓和枣梆戏，还有民间
歌唱爱好者登台献唱，各村的秧歌队、广场舞队忘情地跳
着，将活动一次次推向高潮。景区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桃花诗会，邀游客吟咏桃花之美，抒发对春天的热爱之
情。现场小朋友亲手绘制桃花书签，在桃林许下心愿，用
陶泥制作桃花，以独特的方式留住春天的美好记忆。

“赏赏桃花、赶赶大集，领着孩子体验一下扭扭花，今
天特别开心。”李女士一边用陶泥捏桃花一边笑着说。

“今年的桃花节以‘2024乡村好时节·乐动生活’为主
题，除了赏桃花、品美食、享曲艺外，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商
促消费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让游客们在乡村好时节里乐动
生活。”大路口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盛存坡说。

自2022年举办首届桃花节以来，梁山县大路口乡以
花为介，以节为媒，打响贾堌堆农家寨乡村旅游品牌，实现
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促进流通行业消费、文旅消费以及农
产品消费，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赏古寨桃花 享乐动生活

本报泗水3月30日讯（记者 汤伟 通讯员 王瑞晗
杨正玉）今天上午，“乡村好时节·2024泗水赏花汇暨文化
旅游季”启动仪式在泗水县龙湾湖阅湖知野露营地举行。

本次启动仪式由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泗水县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除了当天上午的启动仪式外，30、31日两天还
将举办泗水县青年歌手大赛、泗水文旅行业洽谈会、露营
基地篝火晚会、“赏花汇”专场演出等系列活动。现场设置
了美食体验区、特产展销区、房产促销区、品牌促销区、娱
乐体验区等互动体验区域，在丰富游客体验内容的同时，
全面激活春日文旅消费市场。

本届泗水“赏花汇”自启动仪式开始持续至7月份，为
期4个月。包含2024泗水“赏花汇”暨文化旅游季启动仪
式、龙山游园会、西瓜节、杏花节、桃花节、梨花节、樱花节、
槐花节、荷花节等9个系列活动。各承办镇街将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充分展现自身镇域特色，融入传统文化、民俗体
验、特色农产等要素，确保活动亮点频现、参与性强。在联
动范围上有所扩大，覆盖带动镇街由原来的6个花节举办
地增加至13个，进一步促进泗水县全域旅游发展。

乡村好时节 赏花到泗水

近年来，任城区始终把产业多
元化发展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让乡村有看头，产业有
奔头。图为位于任城区喻屯镇的
现代农业示范园内，渔种繁育区的
工人正在查看鳝鱼苗长势。该项
目不断探索鳝鱼养殖技术，年孵化
鱼苗可达2亿尾，热销全国各地。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袁进 摄

乡村有看头
产业有奔头

■本报记者 王粲

沐浴着春日的暖阳，行走在济宁广袤的
乡村大地上，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鳞次栉
比的农家新居、平坦干净的水泥村道、洋溢
着幸福笑脸的村民……一幅幅乡村振兴的
壮美画卷呈现在眼前。

去年以来，我市以乡村振兴“百区千村”
三年行动为抓手，围绕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勇闯新路径、奋力
走在前，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农业强市
建设取得新成效。全市创建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省级示范区5个，市级示范区107个，
县级示范区155个，省市级和美乡村1310
个，数量均居全省前列。

乡村美了、产业兴了、村民富了，“百区
千村”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秘诀在哪
里？答案就在当下济宁乡村不断上演的蜕
变故事里。

产业旺起来 村民富起来

走进高新区王因街道台庄村，1300余
亩现代化葡萄种植大棚在道路两侧列队欢
迎，玉兰花开得格外抢眼，不远处一幢幢小
楼房拔地而起，文化广场、社区服务中心等
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全国文明村镇”魅
力无限。

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玉志告诉
记者，台庄村充分发挥距离主城区较近的区
位优势，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累计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了葡萄采摘园、
富硒桃园、珍木园等园区，形成以葡萄种植、
高效农业、文旅休闲为特色的综合业态，年
收入6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分红3000元，
带动附近村民就业100余人。去年，台庄村
在一年一度的葡萄采摘节基础上积极探索
直播电商，单场直播观看人数突破10万。

邹城市城前镇南部山区越峰山下的灵
泉山茶园里，茶农们正在对茶园进行早春的
管护。“灵泉茶园面积1500余亩，是马兰山

村的集体经济产业。我们的茶叶经过有机
认证，黄茶、红茶分别获得了国家级赛事金
奖，去年村集体仅此一项增收94万元。”茶
园负责人公方华骄傲地说。

小茶叶的背后是城前镇产业振兴的大
文章。不仅仅是茶产业，近年来，城前镇突
出示范打造，在南部越峰片区重点做好“一
山一水一古村”文章，大力发展茶、渔、甘薯
等特色产业，建成了灵泉湖休闲旅游度假
区，招引建设了落差120米、长5公里的省
内最长生态漂流项目，带动片区内村均集体
收入突破30万元。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我市突
出产业带动、强化多元融合的例子不胜枚
举。近年来，我市牢牢抓住产业发展“牛鼻
子”，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
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着力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一体化推动龙头企业培育、质
量品牌建设、社会化服务，新创建17家省级农
业产业强镇、18家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
体、133家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依托“济宁礼
飨”公用品牌，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出台扶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十条措施，列支500万
元专项奖励资金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助力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人才留下来 技术用起来

在泗水县龙湾湖景区有一家“虎咬瓜”
网红店，老板孔圆是泗水县本地人，说起当
初从城市回到乡村创业的经历，孔圆记忆犹
新。“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
工作。2020年，我来到龙湾湖景区游玩，被
这里的环境深深吸引，就想着能在这里开间
属于自己的小店也不错。当得知这里正在
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时，我更加坚定了返乡
创业的决心。”

回乡后，孔圆立足当地甘薯特色产业，
在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文创街区创建了“虎咬
瓜”品牌，小店主要经营由甘薯制作而成的
各色零食糕点。孔圆告诉记者，“在整个创

业过程中，县里和村里都给予了很多支持，
去年‘虎咬瓜’品牌线上线下的销售总额在
70万元左右，预计今年能达100万元。”

打好乡村振兴主动仗，人才力量不可或
缺。近年来，我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乡村振
兴合伙人”模式，破解“乡村引才”难题，以创
办企业、集体组团、知识技术入股方式等方
式，引导各方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截至目
前，共招募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山东海
蓝科技公司等各类合伙人510人，成立企业
76家，落地项目460个，吸纳就业3.2万人，
带动农民增收6亿元，走出了一条乡村人才
振兴新路径。

高素质农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
支重要人才队伍。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2023年，我市共培训农业生产经营从
业者11564人次。

“通过高素质农民培训，我不仅掌握了
专业技术，还改变了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
传统观念。现在，我们的合作社已成为省级
示范社。”黄红雷是济宁高新区红蕾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多次参加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他学以致用，通过红薯脱毒种
苗+技术服务+鲜薯供应链配套的模式，为周
边近万亩红薯种植户提供全程保障，种苗和
鲜薯输送新疆、内蒙古、北京、海南、广东等
地，年经营收入700余万元，带动周边150余
户农民增收。

环境好起来 乡村美起来

作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天蓝、水清、地绿已成为济宁“标配”。随
着“百区千村”三年行动的深入推进，我市农
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你看，俺们村现在多漂亮，村内道路
平坦宽阔，村民家里窗明几净，墙体彩绘生
动活泼，健身广场设施齐全，就像一个‘花
园村’。”说起爱湖村的变化，村民刘杰有感
而发，“从前俺们村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现在村里越变越美，环境越来越
好，俺们住着别提多舒服了。”

爱湖村为1976年渔民上岸陆居所建，
坐落于微山县城南部，东临微山湖国家湿地
公园，西靠京杭大运河，南接昭阳湖水域，村
民生计以水产养殖和内河航运为主。近年
来，爱湖村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实施了全
村生活污水处理、改厕、安全饮水、垃圾分
类、弱电入地、道路硬化亮化、村庄绿化美
化、气代煤和幸福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了船社、风荷苑、渔艺坊、绿化美化等旅
游景点；建设了污水处理科普馆、红帆驿站、
创意AI社、历史文化展馆等游学研学基
地。昔日偏僻破旧小渔村如今已变身大运
河沿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游玩。

“堤顶路修到家门口，公交车也通到家
门口，现在出行方便多了。”鱼台县王鲁镇李
集村村民孙莎莎直言，之前村庄临河，交通闭
塞，如今堤顶路就在村边，村里的毛木耳等农
产品外销更畅通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路通民富起新景。近年来，鱼台县坚持
乡村振兴、生态水系、农村路网一体推进，将

“四好农村路”建设与全域水系治理统筹谋
划，以堤代路，新建“四好农村路”141.6公里，
新增沿河公交线路5条，新设沿河公交站点
46个，实现了全县234个行政村公交运行全
覆盖。“便捷、高效、安全、舒适”的一体化路
网，让沿河村庄交通闭塞的问题得到了根本
性扭转。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生态宜居是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近
年来，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锚定“打造美丽幸福典范城市”
目标，坚定不移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
略，纵深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污染防治、生态
修复“三大行动”，聚力突破生态强市，加快建
成更高品质美丽济宁。截至目前，共建成省
级和美乡村269个，市级美丽乡村1041个，
美丽庭院覆盖率近40%。（下转2版）

村美民富产业兴 乡村蝶变绽新颜
——济宁以“百区千村”为引领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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