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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上午，今年84岁的东马家疃
村民在马桂庆骑着电动车带着老伴去市
场买了新鲜的瓜果蔬菜，回来后做了一桌
子丰盛的饭菜，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
艳，他特意从院子里摘了一朵开得最好的
月季送给了老伴儿。“今天是我们老两口
60年结婚纪念日，一路走来不容易，咱也
浪漫一把！”马桂庆告诉半岛记者，他退休
前是平度一中的教师，看到老家越来越
好，物质文化生活都很便利，所以他老两
口决定晚年定居老家。“我们村文化生活
丰富，环境好，民风正，正是这种和谐、团
结、互助的村风民风才形成了咱家和睦、
友善、孝老的家风。”马桂庆笑道。

道路硬化率100%，外村
村民都来散步

进入东马家疃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和道路两旁茂盛的树
木，拐进胡同，每家每户门前都有颜色各异
的花木。该村村支部书记马炎国表示，他们
村一直重视绿化，之前由于条件限制，栽种
的都是嫁接的易活的树木，但美化效果一
般。近几年绿化植物转向中高端，像石榴、
海棠、大月季等在路边争相绽放。
“现在村里的路都硬化了，晚上出来
散散步心情特别好，路灯也亮，很多外村
的人也纷纷到我们村来散步健身！”马桂
庆笑道。正所谓，富不富，先修路。东马家
疃村一直致力于改善村民周围生活环
境，原来的泥巴路都渐渐变成了水泥路。
“至今为止，我们村道路硬化面积由之前
的40%逐渐实现全部硬化，房前屋后大
大小小的胡同均摆脱了泥泞不堪的模
样，让村民出行更平稳，更舒心。同时，路
灯十几盏已增设为130盏，为加强村民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配备了灯光式监
控。”马炎国告诉半岛记者。

污水坑变身广场，健身设
备很全乎

此外，半岛记者看到，在该村社区门
前，有两个开放式广场，分别是北院和南
院，占地约有20亩。北院建有基本的健身
器材，南院拥有一个亮眼的文化大舞台。
“像现在夏天，广场上村民有健走的、跳
广场舞的、下棋的，更有甚者，邻村的村
民也会来到小广场遛弯。”马炎国表示。
半岛记者采访了解到，在1999年之

前，这里这里还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
坑，不仅影响空气环境，而且村民每经此
地必须得绕道而行，非常不便。因此，经
过村两委以及村民代表商讨决定，将垃
圾运走并填平，才有了2002年建成的平
度市第一个社区广场。根据天气特点以
及村民需求，建有500平方米的室内活
动室，里面配备有自动升降式棋牌桌、跑
步机、乒乓球台等设施，“自从有了这个
活动室，不再是单一的聊天、晒太阳，农
闲时节，爱打牌的来打牌，爱打球的来打
球。”马炎国表示。

此外，广场上设有电子阅览室、图书
室等，配备10台计算机，图书室藏书达
到10000余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我看的是关于果树管理的书，家里
种了苹果和桃子，书里很多知识都能用
得上！”在图书室，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老村“种”文化，村民精神面貌新

东马家疃村文化底蕴深厚，曾享誉
全县的剧团工作队就扎根于此，鼎盛时
期的演员高达七十多名，于1963年编排
的剧目《社长的女儿》深受群众喜爱和赞
誉。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剧团的资金来源，
都是剧团工作人员去粮管所扛包挣来的，
是他们对于吕剧文化的真正热爱才让这
根文化血脉传承至今。1999年，军乐队由
集体出资成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曾经
在平度体育场轰动一时的传统舞狮节目
演出，仍然让村民津津乐道。军乐队虽然
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时代的广场舞，但
村民合众一心的精神延续不止。
此外，位于村中心的马家疃天主教

堂，已有108年的历史，是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严肃庄重的教堂，不由让人虔诚
起来。正是人人信仰自由，信念坚定，才造
就了马家疃村17年来“零上访”的历史。
近年来，东马家疃村立足自身文化

底蕴，把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
项重点工作，努力打造“崇德尚文，孝美
平度”品牌。成立了，锣鼓队、秧歌队、军
乐队，经常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
文化宣传活动。组织举办家庭伦理道德
与健康教育、“弟子规”、孝亲文化等系列
讲座，吸引广大村民和周边村的村民积
极参与，引领正确的人生目标。每年组织
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建立
了村庄善行义举四德榜，用身边的人、身
边的事宣传文明新风。
老年人夕阳红俱乐部便是以吕剧爱

好者为主形成的文化团体，固定成员二
十多名，举办大型活动时参与人员一百
多名。该俱乐部现已成为灰埠、张舍、明
村等邻村村民开展文娱活动的中心，经
常开展团体演出活动。“这个俱乐部
2007年就成立了，原本只是本着邻里娱
乐的目的，现在每周四、周日下午固定活
动，主要是唱唱戏、聊聊书法绘画，一群
老顽童说说笑笑，感叹生活富裕了，人也
开心了”带头人马桂庆大爷如是说。谈到
日子越过越好，马大爷感慨万千：“村里
环境卫生、集体收入好了，我们心情也好
了，身体自然而然地更健康了，大家伙的
生产情绪更高涨了，日子越过越好也是
顺其自然的事儿。”

依托合作社，让水果有路可销

眼下正值桃子成熟的季节，东马家
疃村的桃园里挂满了红彤彤的大桃子，
村民忙着摘果子，还有很多客商慕名而
来收购，田间地头一片忙碌的景象。半岛
记者来到村民马炎波的桃园里，只见每
一棵桃树都硕果累累，压弯了枝丫。据马
炎波介绍，他种植桃子以来已有二十七
年，亩产量达六七千斤，今年的价格能卖
到2 . 4元/斤，一亩地净收入9000元左
右，他的收入能达到十余万。面对眼前的
这十二亩桃园，他欣喜地表示：“之前桃
子卖不上价格，自从和合作社对接后，有
了固定的销售渠道和固定客户，我们只
管好好种桃子，保证质量和口感，其余问
题合作社都给我们解决了。”
“之前收购桃子的客户先是哄抬价
格，然后利用水果保鲜期短的劣势，故意
压低价格，让果农眼睁睁看着辛苦种地桃

子烂在手里。”马炎国告诉半岛记者，“我
们村两委发现村民问题后，经过研讨决
定，在2004年，成立炎国瓜果合作社，全村
村民基本入社。”在合作社的统一收购下，
不仅水果的价格得到了提高，而且保证了
销售渠道，解决了村民的老大难问题。随
后在2006年，该村给苹果注册了商标———
望仙牌苹果，让滞销问题得到解决。

建设美丽乡村，一直在路上

东马家疃村属于李园街道，现有村
民226户，830人口，党员25人，村党支部
3人，居住地面积约占400亩。该村获得
了党建和精神文明先进村庄、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示范村、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示
范村等荣誉称号，同时也是美丽乡村建
设省级示范村。
对于东马家疃村的规划建设，马炎

国表示，虽然种植瓜果给村民增收不少，
但目前的品种存在产量不稳定等缺点。
因此，现正在与市瓜果树苗研究协会合
作，研究更新苹果、桃子品种，利用新的
科技研发技术培育产量更大、质量更好
的品种，再进行下一步的品种更换。
“根据村里实际情况，每家每户几乎

都存在平房闲置的问题，经过实地考察
和调研，清洁能源项目光伏发电可以与
平房闲置结合，不仅可以解决环境问题
和能源问题，而且也成为村民增收的新
途径。”马炎国估算，通过光伏发电这种
方式每户村民可以增收3000元左右，基
本可以解决村民的合作医疗费用、家庭
水电费、养老保险的缴纳，他们打算下一
步通过广发发电项目带动村民增收。
自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李

园街道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按照“一村一方案多村一
产业”的要求，高标准编制美丽乡村建设
方案。为加强档案规范管理，按照市美丽
办安排部署，街道和创建村庄成立了村
级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并根据省《建设规范》评价指标体系，将
美丽乡村85项评价指标，及时收集文字
材料，逐一整理成档，认真做好文件材料
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工作，培树典型，
总结推广经验，标准化档案规范管理工
作走在全青岛市前列。目前，李园街道电
子档案已全部整理完毕。
2018年，李园街道共选树了东南

疃、马家店子2个特色示范村，对照美丽
乡村85项评价指标验收标准，街道将严
加审核，确保验收达标。

走进这老村，文化味扑面而来
平度市李园街道东马家疃村依托文化底蕴建设村庄，老百姓幸福感越来越强

村民在图书室看书。

村庄环境整洁。

夕阳红俱乐部。

之美丽乡村
寻访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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