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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曲阜市书院街道韩家铺村，潺潺流水声
不绝于耳，错落有致的街心花园迎面而来，映衬着
周边白墙灰瓦的老房子，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令
人心旷神怡。“我们村临河而建，水是韩家铺的灵
魂，老水道30多年不通水了，改造后活水重新穿村
而过，环境好了，村民们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在
河边散步的韩家铺村民韩长国讲道。

水渠变美景，韩家铺这回下了大功夫。30多
年前用于灌溉的水渠断流后就被废弃了，水渠渐渐
变成了垃圾坑，渠道两侧被村民们用作菜地、林地、
羊圈，900多米长的老水渠成了人人避而远之的地
方。从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韩家铺村三年一小
变，五年一大变，从边角旮旯到街心公园，从废弃庭
院到公益停车场，每一处变化都蕴含着村委治理村
居环境的决心，只是这老水渠的治理成了村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清理水渠引水
入村？如何让村民腾退占用的渠道？如何营造人
人向往的环境？这些都是摆在村委面前的现实问
题。

2024年春季以来，“三清三增”工作的开展让
韩家铺村党支部书记韩德华看到了整治老水渠的
契机，“我们村委研究好改造方案后，先给水渠周边
的住户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认识到水渠整治带来的
好处，同时保障好后续河道管理，让这些住户没有
后顾之忧。”韩德华讲道，“环境整治就是这样，由易
到难，要有耐心，一家挨着一家来，一处跟着一处

治，最后整体的环境氛围营造出来了，一些一开始
不支持的住户也就主动配合治理了，难啃的硬骨头
也就化解了。”于是，引水入村工程从2024年6月
份动工，10月份就通水了，清澈的渠水潺潺流淌，
绿油油的水草在水底招摇，“小桥流水”成了韩家铺
的新名片。

水让村庄生灵气，亦能让产业聚财气。如何用
好村后的泗河淡水资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就业一
直是韩家铺村委思考的问题，为此，韩家铺村探索
了池塘养鱼、种莲藕等项目。但是2024年春季的
一次学习观摩，让韩德华坚定了现代化养鱼的发展
路径，还是趁着“三清三增”的东风，韩家铺村盘活
低效用地，为发展数字化水产养殖腾出了120亩设
施农用地，一座现代化水产养殖工厂拔地而起。

走进养殖基地的冬暖式大棚里，一个个直径8
米的养殖桶整齐排列，桶内水流旋转，一条条鲈鱼
成群地逆流游动，甚是喜人。“这是一期项目，人家
投资了2800万元，建设了4个冬暖式大棚，设置高
密度路基养殖圆桶80个，年产成鱼60万斤。”韩德
华讲道，“目前，仅我们村就带动就业30余人，还为
村集体增加收入20多万元。”

如今的韩家铺景变美了，渔业发展起来了，如
何吃上“文旅饭”成了村委的新目标。“这里沿河，种
上油菜花；这里有露台，引入一家咖啡店，赏河看花
品咖啡，那叫一个美！”韩德华的乡村振兴梦仍在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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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10000平方米工厂化养殖大棚。

重整河道，碧水绕村。

“微改造”实现村容村貌“大变化”。

打造“小桥流水人家”的村域景观。

为民服务“走心”更“入心”。

挂楹联，塑村风，聚民心。

“岸上”养鱼打破传统养殖方式。

优质苗种繁育，打造水产品养殖品牌。

智能净水系统有力保障鱼池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