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城

丰富乡村游内涵 助力产业提档升级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任城区喻屯镇鹿鸣岛上
首届“喻见瓜香”甜瓜季活动精彩纷呈：瓜王争霸赛环节
中，183个甜瓜先后亮相，专家们就甜度、外观、口感等
进行评比，最终评选出2名“瓜王”，并以一个188元的价
格拍卖售出；吃瓜比赛环节，游人自愿报名参与，更是欢
声笑语一片，人们尽情享受着美食的自然馈赠和互动的
游戏趣味……

“喻屯镇以甜瓜季为契机，统筹要素布局，大力发展
甜瓜产业，重点打造‘创智水乡’示范片区，通过环境美
化、产业提升和资源创新利用，全面提升区域颜值，丰富
经济内涵，构建生态友好、产业兴旺、科技进步的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喻屯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赵开拓介绍，该
镇积极探索农文旅商
结合的乡村发展模
式，带动农家院住
宿、农产品销售、
新农民就业；实
现产供销一体，
带动喻屯甜瓜、
秋月梨、邵楼风
干鱼等特色产业
发展，培养本地网
红 58 人，在全镇形
成 36个直播点，带动
群众增收600万元。

在任城区各乡村镇街，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动能持续澎湃。该区立足农业实
际和生态优势，以农村田园景观、农业生产活动和特
色农产品为依托，统筹推进“百区千村”示范建设工
程，规划建设运河风情体验、深氧体验等多条线路，开
发休闲度假游、观光体验游、自驾骑行游、民俗文化游
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促进“农业+旅游”“农业+康
养”“农业+教育”和“农业+文创”等产业融合发展，培
育乡村自驾游基地、房车露营地、乡村研学旅行基地、
乡村民俗创意体验馆等新型旅游产品业态，逐步建立
完善“吃农家饭菜、住农家院落、购乡土特产、游生态
乡村、赏田园风光、采绿色果菜、体农事乐趣”的休闲
农业体系。

未来，任城区还将发挥济宁主城区的区位优势，实
施农业进城行动，充分利用区内的城市公园绿地、道路
隔离带、社区小区等空间，率先建设一批集农耕体验、科
普教育、文化传承的小微农业公园，推动传统农耕文明
与现代城市文明融合发展。

曲阜

发挥产业优势 探索融合新路径

碧水映蓝天，青山暖灿阳。位于曲阜市吴村镇葫芦套
民俗村的福田生态农业园，坐落在群山环抱间，上百亩园
区与周边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天然生态景区吸引了不少
游客的到来。

福田生态农业园负责人宋红亮介绍，他们依托区域内
山水脉络的独特风光，打造一二三产业综合体，开展生态
种植养殖、采摘、中小学农耕体验、劳动实践教育、幼儿园
大自然课堂、亲子活动、团建休闲拓展等项目。

“这不仅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也是新型旅
游活动形式的探索。”宋红亮说，他们通过田园自然景观、
农业生产活动等，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品尝、习作、体验、教
育等，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进一步增加附近村民

“农产品销售及餐饮”的收入。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近年

来，曲阜市探索形成了农文旅融合新路径，绿色生态观光
农业、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园区、农产品品牌建设等一大批

“新六产”成为现代农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休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曲阜市积极发展

“优质粮油、高品质果蔬、现代生态养殖、苗木花卉”四大主
导产业，“草莓、葡萄、旱藕、软籽石榴”四大主导产品，为休
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同时，结合区位和生
态资源优势，曲阜市构建起了“农业+电商”“农业+文化”

“农业+旅游”“农业+民俗”“农业+体验”等多类型融合发
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曲阜市紧扣“产业、文化、旅游”三大资源要素，以现代
人热爱的方式打造全新农文旅体验，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中
实现产业、文化、生态与旅游的互促共赢，绘就出“村庄美、
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目前，曲阜
市在全域范围内着力打造了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1处、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2处，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2个、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2

个、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乡村
旅游重点镇）2个、山东省景
区化村庄7个。依托九仙
山农业观光示范园、牛
山万亩板栗园、石门山
绿色草莓和大樱桃精
品采摘园等资源，发展
“农业园区游”，儒乡慢
境文化体验之旅纳入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2023年，曲阜市成
功入选全国休闲农业重

点县。

泗水

深挖民俗特色 创新消费场景

位于泗水县南部山区的东仲都村，依山傍水，风景
秀丽，是人们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是龙湾湖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北部核心村庄。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漫步村
间，古村落的幽静与静谧让人沉浸。新兴的建筑和文旅
设施点缀在山野间，取材于当地的石板、青砖、鹅卵石等
元素让这一片区与周边环境相映成趣、和谐共生，让人
不由为乡村发展变化迅速所震撼——这个藏身于深山
的古村落正悄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村里环境改变很大，人气越来越旺。”东仲都村党
支部书记李根介绍。数十年来，村庄发展滞后，“乡村振
兴合伙人”田彬团队来到村子，只是三四年光景，原来贫
穷的小山村已经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东仲都村坚持实施文旅项目
带动，深挖民宿特色，依托本村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儒家
文化底蕴，创新消费场景，辐射带动当地及周边产业高
度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集修学研学、农事体验、特色美
食、手工作坊、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旅游综合
体，探索出旅游与各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路径，并于
2023年成功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乡村换了新颜，村民致富也有了门路。东仲都村以
农特产品、乡村文化、传统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商
品加工营销，并通过电商、微商等新型电子商务媒介，赋
予农户产品供应能力。目前，平台已上线产品154款，
其中当地农产品占60.2%、联盟产品占39.8%，涵盖水果
生鲜、五谷杂粮、花生制品、地瓜制品、酒水饮料等，群众
实现在家门口致富。

东仲都村的变化，影响也带动着整个县
域的乡村发展。泗水县依托等闲谷国家级
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实施“泗郎回乡”

“乡村振兴合伙人”等人才招引工程，搭
建以“合伙人”机制为代表的乡村旅游
创业平台，吸引艺术家、非遗传承人、
行业带头人等人才资源在乡村创业，
高效带动乡村区域经济发展。截至
目前，招募合伙人192人，落地各类文
旅业态45个，带动就业2000余人，形
成人才引流与资源挖掘的良性互动，激
发出泗水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内生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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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

民生速递

初夏时节，漫步微山县昭阳街道大捐村，湖风拂面十分清
爽，干净的柏油路向远处不断延伸，绿树掩映的农家院落整洁，
披红吐绿的各色花草芬芳馥郁……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村容破
落、发展滞后的湖区渔村。

大捐村所在的大捐片区地处自然保护区，渔民原本“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的保护
与发展需要。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捐片区 6 个村集
体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但大部分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渠道狭
窄单一。

近年来，大捐片区以文旅融合为引领，不断丰富旅游载体，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推行“共建共享”模式，
因村制宜，分类实施，在大捐片区融合渔家文化，发展壮大微山
湖大闸蟹等精品渔业养殖、文创、旅游等精品产业，打造生态休
闲观光区，集中盘活河合新村资源，实现企业发展与村集体增
收双赢。

湖区澎湃的发展势头，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年人返乡创
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更多渔民鼓起腰包，让更多人看
到微山湖的美景、品尝美味湖鲜。”大学毕业后回到大捐村创
业的董泉，从2018年的个人小作坊，到现在做出“猫扑鱼”产
地供应链，不仅让更多湖产品走出小渔村，更为当地渔民创造
就业机会；河合新村养殖经营能手闫宾带领全村40余户养殖
户共同致富，吸引本村3名大学生回乡创业，开发爱湖荷叶
茶、杂粮等，注册网店，通过自媒体进行宣传，不断激发村庄内
生动力。

“大捐片区以爱湖村为着力点，辐射带动大捐片区包括河
合新村在内的4个村庄在夏爱路沿线高标准开展立面改造、绿
化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鱼塘改造和产业培育等。通过‘筑巢引
凤’，建设生态观光园，围绕特色果蔬、休闲观光和精品养殖产
业，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参与园区分红，群众致富有了源头活
水。”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街道充分挖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鼓腔、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渔家虎饰、麦秸画、船模等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传播湖区优秀传统文化；培训传承湖区面蒸、民俗
画、柳编草编等传统手工艺，创新设计具有爱湖特色的“渔娘面
蒸”“传家渔鼓”和“渔人轻舟”等系列文创产品，让原汁原味的
渔家文化发挥更大经济价值。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殷浩然

小渔村变身“枕水鱼乡”

■本报记者 梁琨 鲍童
本报通讯员 袁进 杜正义 宋大壮 摄影报道

眼下，乡村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从徒步露
营、田园摄影，到亲子游学、农耕研学，花式玩法不仅满
足了人们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也给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动能。

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
新产业新业态，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农
业资源、文化资源等优势，推动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为促进乡村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文旅融合 为乡村振兴赋能

5月17日，任城区举办第二届“理响声远”百姓故事汇宣讲
大赛决赛。来自全区16名优秀宣讲员，以理论、故事、相声、舞
台剧等多种表现方式，围绕“用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主题，把任城故事讲出新意、深意、亲意。

比赛中，宣讲员们立足任城实际，结合自身经历，宣讲爱国
红色故事、干事创业故事、生态文明故事、强区建设故事，讲述
任城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精彩瞬间，展现了全区人民阔步新
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据介绍，比赛结束后，遴选出的优秀宣讲员将组建巡回宣
讲团，分赴各镇街、有关部门单位、学校、国有企业进行巡回宣
讲。此外，还将为优秀宣讲员统一录制微视频，开展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网络阐释，打造一批主题丰富、形式多样
的宣讲产品。在新媒体平台开设专栏，进行集中展播。

今年，任城区持续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讲，
创新开展运河文化宣讲，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工作走
深走实，做到全面系统学、融会贯通悟、躬身力行用，激发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为任城区争先进位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杨雪莹

“理响声远”讲好任城故事

近日，任城区观音阁街道后营社区联合25H文创园匠杺社
开展“匠人之心 造木之艺”非遗木工体验活动，让居民们在手工
制作中感受木工的乐趣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 梁琨 摄

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喧嚣热闹的美食街再次苏醒，“夜经
济”的浓郁气息弥漫而来。“咱们使用的这些电器设备和燃气设
施，一定要确保线路规范安全，要经常检查，绝对不能出现泄漏
的风险。”5月16日晚，在兖州区五里庄美食街的夜间流动地摊
区域，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龙桥派出所民警巡逻期间向摊位负责
人讲解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近日，兖州分局以“平安昼护”行动为重要依托，在精细化
大巡防和社会治安“平安夜巡”的基础上，多管齐下、精准施策，
全力做强做实“夜警务”，为群众打造“触手可及的安全感”。

该分局持续加强巡逻防控工作力度，坚持常态化、高密度、
网格化、叠加式的夜间巡逻，实现全域治安巡防全覆盖。并依
托4个接处警网格、29 个重点路段部位巡逻车组，增加对地摊
夜市集中区域及其周边的巡逻频次与密度，步巡与车巡紧密相
结合，确保巡逻防控无死角，最大程度实现“见警察、见警灯、见
警车”，对违法犯罪形成强大震慑力。

“我们将持续发力，以更有力的举措为‘夜经济’发展营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在尽情享受‘夜经济’便利的
同时，切实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该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针
对夜间城区车流量情况，分局增派交警执勤警力，科学规划地
摊区域的交通流线，引导摊主和消费者有序停放车辆，避免交
通拥堵状况的发生。以餐饮娱乐场所、夜市以及酒驾、醉驾易
发路段为重点，针对性设置检查点，严厉打击酒驾、醉驾等交通
违法行为。同时，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夜市、商铺，积极开展安全
防范宣传，提升群众防骗、防诈、防盗抢意识，从源头降低夜市
商圈可防性案件的发案率，切实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能力。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王玉强 李勇

警灯闪烁护航“夜经济”

据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全市现有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1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个、示范点2个，中国美丽田园景

观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5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4个、省级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区7处、省级示范点17个，齐鲁美丽田园

10处、省级休闲农业精品园区15个、省级美丽休闲乡村9个。2023年，全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1300家，从业人数约12.5万人，

其中带动农民就业10万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