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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泽山西麓，红山头西侧有一个
村庄，北淄阳河穿境而过，芝莱山与淄阳
湖山水相映，风光无限，这里就是大泽山
镇东岳石村。辖区内有古岳石文化遗址，
距今4000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葳莛出逊谷,馥郁滋长川”，围绕乡村
振兴“135”总体思路，东岳石村加强党对
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基层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发挥特色产业优
势，突出人才引领作用，大力治理生态环
境，将古老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农耕文明
相结合，共同演绎乡村振兴崭新篇章。

强基固本 真情岳石，以民为先

多年来，在村庄党支部的坚强领导
下，东岳石村扎实开展为民服务和村庄
民主管理，在村庄发展、村风文明、村民
富裕的道路上迈步向前。在支部建设上。
村庄党支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
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党小组长会，将班
子建设成团结有效的“铁班子”；高标准
打造了党员活动室、党建办公室等9个
功能室，设置3条“学习走廊”，营造浓厚
的党建文化氛围；每月10日定期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学习最新文件、重温入
党誓词，牢牢抓好党员队伍建设。
在村庄治理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

始，东岳石村就有民主议事的管理传统，
每年至少召开2次“民情恳谈会”，由村“两
委”干部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逐项汇报
村庄重要事情、各项收支，并就重大问题
征询村民意见，答复疑问。多年的民主议
事传统既让群众明白、又让干部清白，搭
建起了干群之间的沟通桥梁。为保证村庄
日常有序运转，东岳石村建起了一整套村
庄治理体系：治安巡逻体系、保洁员体系、
红白理事会体系等，村庄治理井井有条。
在便民服务上，东岳石村党群服务

中心建有便民服务大厅和便民“加油”
站。便民服务大厅由村党支部3名成员
每天正常坐班，该传统自1992年延续至
今，同时固定安排3名党员提供接待来
访、办理业务等日常服务；便民“加油”站
主要依托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每天安排
4名党员坐班值班，重点提供中午、晚
间、周末等非工作时段的便民服务，如帮
忙解决突发问题、照看卫生室中正在输
液的村民、晚间全程维持文化广场秩序
等等，打造形成全方位、无缝隙、无死角
的立体式便民服务体系。村庄每年还从
村集体收入中拿出占比65%以上的专
项资金，发放学龄儿童专车补助、老人节
福利、春节福利等，保障村民福利。东岳
石村群众的幸福指数日渐提高，用一个
个“小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难题。

产业固基 融合发展，名扬天下

全村现有村民567户，1826人，党
员72名。村庄耕地面积1600亩，2017年

人均纯收入2 .79万元，村集体收入75万
元，主导产业为葡萄种植、石材加工等，
曾获青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岛市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近几年，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东岳石村的主
导产业正逐渐从石材加工向葡萄采摘和
乡村旅游转型。该村以葡萄种植、品种培
育为产业特色，冬暖大棚葡萄、春棚葡
萄、大田葡萄、恒温保鲜葡萄，从开春到
过年，在农民辛勤的劳作耕耘下，一年四
季都有着极高的品质；拥有江北葡萄研
究所、半岛葡萄庄园、鲜食葡萄研究所等
3家经营面积超过200亩的大型葡萄庄
园，集科研、品种培育、苗木产销、新农培
育功能为一体，现有种植品种达200余
种，每年培育各种优质葡萄苗数百万株,
销往海内外，成为全球排名前列的葡萄
品种“基因库”。
位于淄阳湖畔、芝莱山下的葡萄大

观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和始皇、
武帝登访此地的历史文化，打造为集休
闲观光、采摘、生产、科研等为一体的综
合性葡萄生态园，2014年大观园被评为
国家AAA级景区，2016年葡萄文化博
物馆成为国家在册的非国有博物馆，在
鲜食葡萄领域为国内唯一。大观园的建
设，开启了葡萄种植户向乡村旅游、休闲
观光一体化的葡萄生态园方向发展，村
庄葡萄休闲采摘园增至10余家，每年接
待游客可达40余万人。此外，东岳石村
还有大小葡萄蒸馏酒厂及作坊15家之
多，采用传统古法，结合现代工艺制作的
葡萄酒销量连年增长。由此，东岳石村的
葡萄产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农民多产业收益。

人才聚力 领航泽山，共同富裕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
东岳石村的发展离不开村里的人才队伍
的带领。用好致富“带头人”是东岳石村
辐射带动产业兴旺的法宝。昌云军作为
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所长、青岛市“乡
村之星”，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50余个，
获省、市各级科技进步奖及丰收奖6项，
取得专利2项，生产的葡萄产品几十次
获国家级评比优质奖和金奖。近年来，昌
云军还致力于向周边农户推广市场价格
潜力高的新品种，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力
求带动周边农民创新创业、增收致富。目
前，葡萄大观园培育的多个新品种已有
1000多户农户投入种植，帮助本村农户
直接增收2000余万元。

江北葡萄研究所所长韩玉波培育出
的江北紫地球、玉波1号和玉波2号3个
葡萄新品种去年通过省级农林部门的审
定，将大泽山本土原创的葡萄品种从2
个一下子拓展到了5个，正在同步培育
中的新品种达到180多个，为大泽山葡
萄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昌
云军的葡萄大观园和韩玉波的江北葡萄
研究所还建立了集科研、培训为一体的
人才基地，为葡萄种植提供技术力量。
同时，东岳石村还擅长选好发展“明

白人”，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回乡大学
生创业、企业创办人等人才，围绕产业发
展和地域优势，建立各种培训基地，多层
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村实用人才技能培
训，如葡萄苗木种植技术培训、眼睫毛加
工培训、育婴师培训等，全面提升村民就
业能力，开拓村民就业渠道。

生态塑形 望山见水，绿色发展

近年来，在大泽山镇“保一退二进
三”的总体发展规划下，东岳石村深刻认
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下大力气整治
村庄环境卫生、石材废料垃圾山、保护水
域等，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在大泽
山路上，风貌整治项目即将完成，整齐划
一一的石头外墙成为主路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村庄配合全力拆除违法建筑，打造
“零违建”村庄，拆除沿路广告牌，道路两
侧整齐规范；加强环卫队伍建设，提高村
民保护村庄环境，打造日产日清的环境
卫生整治“满分村”；为解决村南遗留的
石材废料垃圾山问题，村“两委”积极依
托“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投资150余万，
种植1200棵树，将垃圾山打造成休闲文
化公园，成功解决了村庄粉尘污染。
东岳石村东的淄阳水库是良好的湿

地资源，也是二级水源地，为切实保障水
质安全，落实环保理念，东岳石村配合镇
党委政府关停沿河的石材加工企业和养
殖厂，淄阳湖水域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吸
引众多白鹭、天鹅飞来栖息、越冬，淄阳
湖也成为青岛市最北端的天鹅聚集地和
青岛最大的天鹅过冬点,被冠以“天鹅
湖”的美称。村庄生态环境的改善，提高
了村民的幸福满意度，也有力推动了村
庄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迈进。

文化铸魂 古今相接，传承发展

东岳石村的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
美，人文之美，历史之美，在乡村振兴战

略强劲推动中，东岳石村以岳石文化遗
址、春秋战国时期的烽火台为历史载体，
以大泽记忆综合服务展示中心、美丽古
村落打造为现代依托，以乡风文明、生态
宜居为内涵追求，铸就了东岳石村的独
特文化之魂。聚焦传承，创建“有灵魂”的
新乡村是东岳石村实现文化振兴的关键
所在。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中，东岳石
村正确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
的关系，把保留传统文化风貌融入村庄
规划中，在居民改造上严格按照本地风
貌和特色进行打造，同时将旧民宅、名木
古树、村史馆进行了保护、完善与修葺，
打造成独具特色的古村落。
为传承、保护好“岳石文化”遗址、烽

火台等历史文化遗址，在淄阳水库南岸
通过恢复提升古驿道，规划建设历史文
化研究所、展示中心等，打造了集岳石文
化、葡萄文化等为一体的大泽·记忆综合
服务展示中心，有力提升葡萄古镇的独
特魅力。聚焦文化民生，创建“有品质”的
新乡村是东岳石村实现文化振兴的内在
要求。
近年来，东岳石村以构建完整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建设了岳石文
化广场、休闲娱乐古街，完善文化室配套
设施建设，建立农村书屋、健身房等。村
里还打造了一处档案室，各类档案保存
完整、整理有序。同时，积极开展群众性
文化生活，每年举办文艺晚会、纳凉晚
会、广场舞大赛等30余次，村民文化生
活丰富多彩，精神风貌积极向上。在乡风
文明上，东岳石村广泛开展“文明乡风六
个一”活动，即开办一个夜校道德讲堂、
建好一支文明劝导服务队伍、组建一个
乡风文明理事会、订立一份村规民约、建
设一批文化宣传墙、开展一系列创评活
动，将文明乡风培育融入村民生产生活
各方面，固化成为群众日常行为的基本
遵循。同时充分发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
用，拓展和构建乡村文明新风时代内涵。
下一步，东岳石村将把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主抓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整
体推进村庄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生产
条件的改善和文化社会事业、公共服务
的发展，进一步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水
平。接入大泽山全域旅游框架中，做强做
精做美村庄的特色农业与特色休闲旅游
业，打造一个“富宜居，沁文化，养休闲，
慢旅游”的特色休闲旅游度假村，确保游
客进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每一处都是
风景、每个点都有乡愁。

文化铸魂，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之美丽乡村寻访记┩刀得

东岳石遗址。 东岳石村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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