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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沿着大沽河畔走一走，
蜿蜒碧绿的河面上，点缀着一簇簇的绿
洲，榛子树、银杏在岸边挺立，花红柳
绿，芳草萋萋，如同一幅唯美的画卷。在
河堤上来一段自行车骑行，美丽景色尽
收眼底，放松身心之余还能强身健体。
游完大沽河，到河里套抗日战争纪念
馆，领略革命先烈的英雄气概。或到2里
外的即墨古城墙，感受无数英雄豪杰竞
起逐鹿，慷慨壮歌游。游累了，宿在“沽
河民宿——— 姥姥家或舅舅家”。这就是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平度市仁兆
镇张家曲堤。记者了解到，张家曲堤村
已有400多年历史。400多年来，这个沿
河小村庄的人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
上繁衍生息，现有130余户村民，同宗同
姓，张氏一脉，民风淳朴。靠葱、姜、蒜、
土豆、西蓝花等沽河牌绿色蔬菜的规模
化种植，生活富庶，幸福和美。

土里长出“金豆子”，沽河
牌蔬菜走向世界

现在，正是土豆收获的季节，张家
曲堤村仅土豆种植面积就有两万亩。在
前往张家曲堤村的路上，记者发现，许
多村民在地里收土豆，放眼望过去，一
排排的土豆个个圆圆胖胖，像金豆子一
样扎在地里，照在农民心里。正忙着收土
豆的葛智毛葛大爷告诉记者，眼前这块
1 .2亩的土豆地是自己种的，在地里帮忙
的是乡里乡亲，每每到了农忙季，都是左
邻右舍互相帮忙。葛大爷说，今年土豆刚
下来时，价格能卖到8毛一斤，现在看到
的，都是个头比较小的了，也是收土豆的
末期了，大约6毛五一斤。“土豆投入少，
大家都喜欢种，我这1亩2分地亩产约
6000斤，除了1000多元的投入，净赚有
5000元。”葛智毛说。在葛智毛地里帮工
的村民代锡叶家有四个土豆大棚，共1 .8
亩，相较于露天地里的土豆，大棚里的土
豆质量、口感都好，价格能到1块2一斤，
四个大棚今年收入11000元。
“要想为村民增收，必须借助市场
经济的力量，运用经济思维，我们村不
仅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与其他村不同的
是，2012年还建了8个冷库。”青岛张家

曲堤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葛保义介
绍说，今年，合作社收购了土豆1000吨、
西蓝花150吨、洋葱250吨入库冷藏，土
豆收购价格平均7毛一斤，到春节前后
差不多能达到平均1 . 2元的价格销往市
场，这样能够保证蔬菜的价格和竞争
力。据悉，该村的蔬菜主要销往广州江
南市场，与江西省交易量最高，同时也
会销往西南市场、北京新发市场等。
建合作社、冷库，蔬菜的招牌“越存

越鲜”，不仅为菜农增收，而且也解决村
里闲散的老龄劳动力问题。在青岛张家
曲堤蔬菜专业合作社里，十几名村民在
给土豆套袋、装箱、搬运。葛保义说，在
合作社主要是按照蔬菜季节出工，现已
形成连续的工作链条，按照时间先后有
洋葱、土豆、西蓝花、西红柿、黄瓜、西葫
芦等。“我今年70岁，地里活干不动了，
但闲着浑身出毛病，在这边给土豆套袋
子，一天使使劲能挣到180元呢，那咋还
不能吃香的喝辣的呢。”村民石瑞芳高
兴地说。像石瑞芳这样的很多农村老龄
闲置劳动力因为合作社的出现又找到
了用武之地，土豆出完了，就快要忙活
西蓝花了……这一年下来，零零散散也
能收入七八千。

传承“红色基因”，好人辈出

在抗战时期，平度有两个抗日根据
地，一个是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另一个
就是位于张家曲堤的河里套抗日根据
地。该村是大、小沽河的汇流处，处在平
度、即墨、莱西三市交界处，因此被称为
河里套。河里套沙丘迭起，地形复杂，河
道纵横，芦苇茂密，树木参天，形成了天
然的屏障，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同敌
人进行周旋。
张家人在此建村后，一直辛勤劳耕

作，开垦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养育了一
代又一代的张姓人，直到抗日战争爆
发，勤劳勇敢的张家人联合整个河里套
地区投入到了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
中。该村的“河里套红色纪念馆”便是为
纪念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而建立的。
河里套根据地是继大泽山根据地

之后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它的创
建为八路军开展南海地区和大沽河延
安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成为了控
制青岛、联结鲁东南，掣肘胶济线的战
略要地，也为1945年9月平度城的解放
贡献了坚实的力量，书写了平度人民抵
抗外侮、保卫家园的壮丽诗篇。从张家
曲堤村走出了孙春林、苗雨村、杜微波
等革命先烈。
今年已有90岁高龄的老党员张俊

典曾参加过“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
役，在解放京沪杭等四大战役中荣立三
等功，两次授奖。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期
的峥嵘岁月，他感慨万千：“我经历了中
国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从被侵略到内

战再到新中国站起来，就会格外珍惜这
个新时代，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牢记
习总书记的话‘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正是源于村子深厚的红色文化历
史，才造就了今天以德为先、勤劳向上的
张家曲堤村风民风，涌现出一批批好人、
好妯娌、好兄弟，不断入驻“好人馆”。

“姥姥家、舅舅家”让你在
乡村有个家

张家曲堤村不仅环境美、人文美，
还发展民宿旅游产业，打造出了系列民
宿院落及农耕体验区，同时为看见回忆
留住乡愁，张家曲堤村还建立了一座村
史馆，让百姓感受到了幸福感及存在
感。仁兆镇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真正将
张家曲堤村打造为沽河水畔，民宿人
家，树荫田园，农耕体验，建成了“吃、
玩、住”一体式民宿村落。
在张家曲堤村有两户比较特殊的

院落“沽河民宿姥姥家和舅舅家”，姥姥
家是传统风格，一进门，老井、锅台、大
炕映入眼帘，熟悉的回忆涌上心头，真
是应了客厅对联所说“家居绿水青山
畔，人在春风和气中”。舅舅家是西式风

格，屋内的吊灯、插花、墙饰等现代设计
符号低调又不张扬，既不失风雅，实用
性也十足。屋内厨房、浴室、榻榻米、茶
具等一应俱全，真正的拎包入住。“我们
这里的旅游项目要打造“沽河民宿”品
牌，我们村北有小沽河，东有大沽河，所
以主要是以欣赏美丽怡人的大沽河自
然风光为主，以农耕体验和民宿体验为
辅。很多到这儿的城里人，来了就不想
走了，他们说城市生活压力大，这里是
一个释放压力的好地方。”仁兆镇相关
负责人说。
张家曲堤村每家每户都有一本族

谱，包含了姓氏源流、堂号、世系表、家
训、家传等内容，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
山之水，必有其源。族谱对于教育子孙后
代和传承良好家风有着良好的指引作
用。从2017年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以来，一直秉持着以“建设美丽乡村，创
造美好生活”为总目标，村容村貌实现
“五化”：绿化、美化、亮化、硬化、净化；乡
村民宿旅游产业特色更加明显；农民收
入不断提高，使其建设成为仁兆镇“村民
富裕、环境优美、文明和谐、幸福宜居”的
标杆村。从村民一张张由衷的笑脸上，我
们切实感受到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日益提升，全村奔小康的劲头正足！

玩在沽河岸畔，宿在张家曲堤
走进仁兆镇这个400多年历史的老村，感受老张家的幸福

蓝天白云下的张家曲堤

沽河民宿——— 舅舅家。

村村东东的的文文化化广广场场。。

之美丽乡村
寻访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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