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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7
月的雨后，沽河街道呈现的是一个焕然一新

的世界，青绿一片，融化了人心，明媚了天地。
树叶仍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小草滚落折射
光芒的雨露，偶尔滴落在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焕发勃勃生机。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
展的基础产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
受区域性、季节性、周期性所限，每个地区的农
业有很大的区别。沽河街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基础扎实。沽河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孙良庆表示，街道将积极探讨精准扶
贫的新方法、新思路，按照“以旅促农、以旅带
农、以旅惠农、以旅富农”的发展思路，借力大沽
河整治、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美丽乡村建设，促
进三农工作创新发展。

提升沽河休闲农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以旅促农、以旅带农、以旅惠农、以旅富农”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三农工作创新发展

特色沽河

沽河街道辖区内农业资源类型较多，辖区共167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13 . 6万亩，其中
小麦8万亩、花生3万亩、果园2万亩、玉米7 .7万亩、蔬菜1 .5万亩。街道通过生态休闲农业园的
建设，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吸纳返乡创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对促进农业结构
调整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善项目区内农村
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高效农业增加社会效益，增加村民的收入。

风景独好，引进资金发展休
闲农业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雨后的沽河街道呈现的是一个焕然一新的
世界，青绿一片，融化了人心，明媚了天地。7
月23日，和风细雨，位于沽河街道董家山后
村，地处莱西市“母亲河”大沽河畔的山后韭
菜生态休闲农业园，清新甜润的空气萦绕在
鼻端，草地上蜗牛偷偷露出头晃动触角观察
自己被雨洗过的“新房子”，浅水里游动着一
寸来长的小鱼，欢快活泼，不时有鸟儿在空
中掠起又落下。放眼望去，园区在雨气里若
隐若现，一幅巨大的水墨画卷展现在眼前，
宁静安逸又带着一丝古韵。
“山后韭菜生态休闲农业园由青岛杰丰
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2 .34亿元建设，
共流转了9个村庄2000余亩土地。”沽河街道
农办主任曲国亭介绍说，园区设有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区、创新创意农业示范区、农产品加工
储藏区、农事及手工作坊体验区、青少年国防
拓展训练区、儿童游乐区、特色畜禽养殖区、标
准化农业生产区、休闲观光度假会议区等不同
功能区，附属设施齐全。打造集创新性、示范
性、展示性、效益性、规模性、循环性与生态性
于一体的“一心二馆八区”格局。
据了解，园区目前已建成有机韭菜核心

区300亩，建成150亩生态采摘园、100亩生
态养殖园、100亩生态五谷杂粮园、600平手
工作坊一条街、1000立方米大型沼气池、1000
平太阳能连栋温室，钢架大棚30余座，冬暖大
棚十座等。荒坡绿化、建设道路硬化、绿化1165
米，新增节水灌溉500亩，包含低压灌溉与田
间排水系统。扩挖平塘2座，新建拱桥2座，安
装U型槽852米，新建管涵9座。建设1000平
方米集检测、加工、培训等为一体的博物馆。
“山后人家·有机农庄”已具规模。
“坚持以品质铸就品牌的宗旨，成功塑
造出以‘山后’为品牌的农产品，其中代表产
品有山后韭菜、山后黑猪肉、山后草莓等。”
曲国亭介绍说，“山后”牌韭菜已通过国家有
机农产品认证和山东省著名商标审核，成为
莱西市现代农业的新亮点。
“实行‘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
营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发展果蔬种植面积
10000亩，相继开展了春季‘草莓采摘节’，夏
季‘番茄文化节’，秋季‘葡萄、苹果文化节’，
冬季‘韭菜文化节’、‘草莓采摘节’，一年四
季有果摘，一年四季有花香。”曲国亭说，园
区建成了以企业为龙头、围绕品牌、结合农
民深度参与的新型生产关系，融合互联网农
业、生态循环农业、创新创意农业、休闲观光
农业、休闲养老农业为一体的特色农业田园
综合体。先后获得山东省农业旅游示范点、
山东省畜牧旅游示范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
范园及全国“休闲农庄”称号。
据了解，山后韭菜生态休闲农业园现游

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以上，日接待能力达到
2000人次以上。并且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50
人、退伍军人6人，临时用工10000人次以上。

“沽河街道通过生态休闲农业园的建
设，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吸
纳返乡创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对促进农
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曲国亭说道。

休闲农业带动集体经济振兴

7月23日下午，细雨绵绵，沿着村东弯弯
曲曲的田间水泥路，来到沽河街道董家山后
村，入目的是一片片的绿和青山隐隐的轮
廓，透过树隙，远处的村庄也是一片葱茏，掩
映着墙角屋檐。据了解，董家山后村共有耕
地3200亩，其中包含1800亩滕稔葡萄，是青
岛市最大的滕稔葡萄基地；300亩韭菜，种植
韭菜已有500余年历史。
“全村都种韭菜，用的是十米的小弓棚，
2008年以前经常会有韭菜滞销的情况。”沽河
街道董家山后村主任董吉波说，2008年4月村
子利用产业优势，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
原则，在村两委的带领下发动村内200户菜农
成立了青岛董家山后韭菜专业合作社，“山后”
牌韭菜应运而生。“其实2006年以后，村民发现
滕稔葡萄的效益比较好，多数就选择种植葡萄
了。”董吉波说，村里的水源丰富，种植大棚的
每家每户都挖了水井，挖到地下六七米就出
水，所以葡萄产量很可观。
“有些地方自己也产葡萄，但是没有我们

种出来的好吃。以前种得少的时候，都是自己
拉出去卖，现在几乎全村都种葡萄，成熟后都
是商贩过来村里拉。”董吉波略带小得意地
说，葡萄剪下后搬出大棚，在村里直接就卖
了供到大城市去了，不用操心，村民都把这
条村里最宽的路叫做田间批发市场。价格卖
得也很好，第一批暖棚的葡萄一斤能卖到20
多元，后面的冷棚葡萄直到现在卖完了也是
保持在八九元一斤。为了拓展销路，村民自
发成立合作社，现已把自己种的葡萄销售到
了东北、北京、无锡、南京等各个大城市。
据了解，2010年董家山后村又利用“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吸引青岛
杰丰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前来投资，建立山
后韭菜基地，致力于发展高端农业、精品农业
及休闲采摘与乡村旅游。目前，已建成了占地
2000亩，集居住、休闲、旅游、采摘、餐饮及高科
技示范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循环休闲农业园，成
为青岛市面积最大的韭菜生产基地，吸纳本村
村民就业120人，村民年均增加收入6000元，
村集体年均增加收入5万元。
“基地建成后，带动了村里韭菜质量的
升高。”董吉波说，沽河街道农办不时会到村
里进行技术指导，对村民的帮助很大，每一
批韭菜上市之前，农办也会派人到村里挨家
挨户的抽样检测，保证韭菜的质量。村民也
都进行严格的自查，保证不使用超标的药
物。给韭菜喂的都是豆粕，都是使用生物农
药除病虫害。
“村里的贫困户在2015年全部脱贫，现
在的年收入都翻了三四翻。”董吉波说，有了
园区的支撑，避免了贫困户返贫现象的发

生。一是通过土地流转脱贫，二是通过到园
区打工脱贫，三是通过园区扶持创业脱贫。基
地的发展让村里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摆脱了贫
困，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据了解，休闲农
业园区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就业等方式拓宽贫
困户的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旅游资源与精准脱
贫的无缝对接。村里共有精准扶贫户27户、37
人，有25户、34人在基地的帮扶带动下实现
了产业脱贫，另2户、3人实现了低保脱贫。
董家山后村集体经济的振兴，是沽河街

道辖区内村落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旅游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模式是指依托休
闲采摘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创建工作，采取免费
培训、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等方式，
扶持“农家乐”、特色采摘、农耕体验、休闲养
生、旅游产品制作等乡村旅游业发展。以此
带动村落的经济发展，效果十分显著。”曲国
亭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水里不再是细
细的水草，倒是长一些粗壮的草类，小鱼虾
更是踪影全无，小河水沟里，再也不能跟往
年一样，随便用小簸箕一兜，就能兜些小鱼
田螺。人们享受到了文明带来的丰厚成果，
同时也失去了很多。街道现在很注重生态环
境和农产品的质量检测，相信不久的将来一
定能回到印象中的绿水青山。

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高
效农业

夏日的田野一望无际，掩映在茫茫的青
山白云间。7月24日，沽河街道张格庄村在阳
光下更显美丽。村民坐在田埂上，果树树荫
下，说说笑笑，吹着和煦的风；鸡在果树下到
处找虫子、落下的草籽、掉落的果子，仔细搜
寻着，步态悠闲地四处转悠；鸭子步伐蹒跚，

显得贼头贼脑四处乱窜，扁嘴巴到处戳个不
停，一派悠闲的田园风光。据了解，张格庄村
水利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村民经济来
源主要以种植果品和冬暧式大棚为主。
“以前，村庄受水的利用率低的条件限

制，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曲国亭说，村
内百分之七十的耕地不能种植高产高效作
物，只能种植耐旱的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种植大棚蔬菜、葡
萄、苹果等高产高效农作物。有水不能利用，
土地的利用和产出率低，制约了高产高效农
业的发展。
“村子当前现有水资源丰富，根据地形
地貌的特征，适宜挖平塘、钻深井、建泵站。”
曲国亭说，村庄通过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发展节水灌溉，利用水利的改善和修建田
间道路，疏通田间排水沟利于农田排涝，栽
植防护林带等方法，改变周边环境，解决有
水用不上，不能充分发挥本地区水资源有效
利用的难题，有效地使土地增加单位面积的
产出率，发展到今天2000多亩规模的果树。
“街道投资6000万的4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本次规划区总面积40000亩，北
至潘格庄村，南至葛埠村，共惠及村庄42个。
水利项目完成后及原有水利设施同时发挥
作用，彻底改善了项目范围内土地的生产运
行条件，能有效地发展高产高效农业，解决
了40000亩耕地和4000亩果园的灌溉需求，
是沽河街道办事处第一个全面实现水利化
的区域。”曲国亭介绍说，项目区开发后，所
增加的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不计，只计项目
区内3 . 1万亩小麦就可增产310万公斤，按
每公斤200元计算，项目区年内净增收入
620万元。既改善了项目区内农村的生态环
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又发展高效农业增加社
会效益，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积极打造休闲农业，推
动街道经济发展

据了解，沽河街道现共成立农业合
作组织270余个，发展桃、葡萄、草莓大
棚7000余个，有山后韭菜、曲家庄葡
萄、迟家庄黄瓜、西张家寨子山楂等著
名农产品品牌30余个，成功创建青岛
市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镇，创建青岛
市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点7个。街道
有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一处，
每年任务6000批次，村级检测室7处，
每年检测任务300批次，均能超额完成
检测任务。每年新增造林、更新造林任
务1000亩，均能超额完成任务。88家
农药经营单位纳入监管信息化平台。
“街道不定期从青岛农业大学、青
岛农科院、莱西蔬菜站等科研院校聘请
专家教授共同研究有机种植，发展循环
农业、绿色农业，培植无公害品牌，进行
新型农民培训，累计完成培训1000人次
以上。”孙良庆说，创新“支部+合作社”带
领农民致富的党建模式，积极推动现代
农业和休闲旅游发展，现已成立润耕佰
川农业专业联合社党委1个，曲家庄葡萄
等农业专业合作社党支部12个，农业专
业合作社数量达到186家。是全国商品
粮、畜牧养殖、林果生产基地，形成了畜
牧、花生、林果、蔬菜4大主导产业。
“街道按照‘特色化、标准化、规模
化、产业化’的发展思路，采取‘支部+协
会’模式，成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加快
优质农产品基地及品牌建设，合作社统
一负责种植户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指
导和管理，增强群众抱团致富能力。”沽
河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孙良庆说，
街道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实施了山后韭菜生态园、大沽河
万亩果品生态园、花岭农创园、神岭休闲
谷、曲家庄葡萄、吉林森工苗木生态园等
12个园区的提档升级工程，被国家农业
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以悠久的农耕历史作为
农村生活体验作为有力支撑，发展以“农
村生活体验”、“果蔬产业体验”、“乡野修
养村”为主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新方法新思路，促进三
农工作创新发展

“我们将积极探讨精准扶贫的新方
法、新思路。”孙良庆说，街道将围绕辖区
内园区多、合作社多的特点，对照新要求
新标准全面自查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
人口的扶贫成效，逐一建立扶贫脱贫档
案，确保真脱贫，确保各项政策落地，并
对扶贫成效进行跟踪精准评估。扎实推

进精准扶贫，研究制定扶贫脱贫排查、帮
扶长效工作机制。引入低保户第三方评
估机构，加大对日间照料中及低保户相
关情况监督管理力度。在园区、合作社土
地租赁、用工、扶贫资金入股、扶贫资金
整体投入融资公司等方面多做文章，通
过“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大
力发展韭菜、葡萄、苹果等果蔬经济，帮
助贫困户、贫困村及早脱贫、长久脱贫。
争取新增设施蔬菜标准园一处，水

果标准园一处。争取今年新建冬暖棚
10个及以上或者春暖棚20个及以上的
桃、葡萄普通设施栽培示范园一处。围
绕全市葡萄全产业链发展规划，研究涉
及区域葡萄产业布局和引导工作，打造
亮点品牌。坚持质量兴农，实施农业品牌
战略，扩大曲家庄葡萄、山后韭菜等品牌
知名度，积极申报市级、国家级荣誉称
号。2018年争取新增“三品一标”两个。
加强对新型农民的系统培训，做好

农业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加强对现代
农业工作的对外宣传，形成良好工作氛
围。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加
强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和完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将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重心下移，落实专职监管员。加强
园区标准化建设，指导园区使用标准化
生产技术规程，做到有培训记录、投入
品管理档案、生产档案记录、产品检测
记录、基地准出记录等管理规范。农办
做到每月去园区巡查，积极参加莱西市
级以上的农产品展示展销交易活动。
推进畜牧生产规范化管理，着力解

决设施配置不达标、不规范问题，配建率
和规范使用率均达到100%。引导各农业
园区和种子企业进行联系对接，培育更
多优良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产出种
类和质量。做好现代农业资金管理，合理
安排资金，狠抓财政专项资金专账管
理，推动资金安全、高效、精准使用。
“编制沽河旅游专题规划,按照‘以
旅促农、以旅带农、以旅惠农、以旅富农’
的发展思路，借力大沽河整治、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和美丽乡村建设，有针对性加
大对大沽河两侧及两侧村庄水、路、电、
林等规划和实施，主动发掘古郡长广古
村落、农业资源、工业资源等丰厚的旅游
资源，努力建设一条现代农业与休闲旅
游同步提升的绿色长廊。”孙良庆说，街
道将积极打造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中国长寿之乡、全国农产品电商
示范镇等项目。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高端
旅游企业的推介洽谈，自觉将乡村旅游
融入美丽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以及
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沽河街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沽河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孙良庆表示，街道将积极探讨精准扶贫的新方法、新
思路，按照“以旅促农、以旅带农、以旅惠农、以旅富农”的发展思路，借力大沽河整
治、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三农工作创新发展。

农业基础扎实，振兴集体经济上上篇篇

沽河特色农业创新发展下下篇篇

山后韭菜生态休闲农业园河堤。（均为资料图片）

万人齐聚山后人家风车节，畅享现代农业嘉年华！ 山后韭菜生态休闲农业园韭菜大棚。

大沽河万亩果品生态园游客采摘苹果。

曲家庄葡萄种类繁多。

花岭农创园生态。

曲家庄葡萄产量高。

西张家寨子游客采摘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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