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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青岛西海岸新区的947名村
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一场别样的“乡村
游”。由该区书记、区长带队，全天行程300
多公里，对西海岸新区10个镇街的21个
观摩点进行现场观摩。“通过这次大规模
的观摩，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路，取回了
‘真经’。”胶河管区后沟村党支部书记董
玉学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中，
青岛西海岸新区坚持因地制宜，探寻强村
富民乡村振兴之路，一批现代农业、高效
农业园区成为创富、带富“先行军”，在乡
村振兴中挑大梁、打头阵。

小渔村今年接待游客超20万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
特色。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青
岛西海岸新区积极在农村新型社区和美
丽乡村健康发展、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
规划上下大功夫，因地制宜，一个村一个
主打产业，乡村发展各有千秋、各具特
色。
在张家楼镇达尼画家村，处处可见

油画的身影。达尼画家村1500人中，有
1000多人是外来人口，这个被誉为中国
江北第一画家村的小村庄，颠覆着人们
对于传统乡村的想象，艺术与乡村这两
个词语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达尼画家村汇聚了绿泽画院、泽丰文化
生态园、墨泽文化创意等9家文化旅游
公司和山川画廊、大地画廊等10家画
室，同时引进了中荷智慧农业产业园、
“画·荷畔”精品民宿等项目，文化产业年
产值过亿元，旅游年营业收入300多万
元。2017年，村集体收入160万元，全村
60%以上的农民通过到园区打工、提供
餐饮服务，实现村头就业、挣钱顾家。
而走进王家台后村，颇具秦汉风格

的村庄建筑让人宛若穿越至两千多年
前。王家台后村东临龙湾，南靠千古名胜
琅琊台。自2002年以来，王家台后村充
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引导鼓励村民从
事旅游关联产业开发，推出以“千人渔家
长桌宴”为重头戏的“嗨海季”系列活动，
承接欧盟音乐节分会场，并引进投资
2 . 2亿元的龙湾温泉度假项目，促进民
宿产业发展。质优价廉的服务、天然生态
的海鲜以及琅琊台文化孕育的村风民

俗，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前来，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变成“山东省
旅游特色村”，王家台后村走出了一条特
色鲜明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2018年，
全村已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旅游业总
收入2000多万元，渔家宴户均收入15
万元以上。

12个特色小镇打造振兴样板

2014年，青岛西海岸新区率先启动
建设了12个特色小镇，以特色小镇建设
推进城乡融合，特色小镇正发挥着乡村
振兴的主力军作用，一个个乡村实现了
华丽蝶变。
今年，张家楼镇突出“油画小镇”主

题特色，小镇基础配套日趋完善，生态环
境极大改善，承载能力大幅提升，产业集
聚明显加快。“油画”打出了张家楼的特
色牌，形成了北有达尼画家村、中有十里
油画长廊、南有青岛艺博城，以油画为核
心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产业
年产值近3亿元。
“油画小镇”让张家楼镇声名鹊起，
而距其二十公里之外的海青镇，则在
“茶”上做足文章。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
山东实施“南茶北引”的第一镇，海青茶
的地域优势已经形成，全镇80%的村庄
种植茶树，总面积达3万亩，海青茶也已
入围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海青特色小镇建设的品牌目标，就
是打造中国北方独具魅力的‘茶韵小
镇’。”海青镇党委书记陈夕军表示：“我

们有信心做好，因为这个目标可以说是
从土地里自己生长出来的。做大海青茶
产业，不但会为乡村振兴提供源头活水，
而且能够让老百姓真正从中受惠。”“茶
韵小镇”品牌的打响，极大提高了海青镇
原生资源的附加值，引领产业由价值链
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海青茶以前鲜茶每
斤6到7元，现在每斤20元；干茶以前每
斤最多300元，现在每斤均价800元，最
高卖到每斤5000元。在2017年青岛优
质绿茶、红茶奖项评比中，海青茶获奖数
量更是占到了一半以上。

园区+打造现代农业“大块头”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而产
业的发展又脱离不了龙头企业的带动。
成立于2012年的佳沃蓝莓科研示范基
地是西海岸新区的现代农业龙头园区、
示范园区。目前，基地建有1 . 8万平方米
的蓝莓组培和研发中心，年育苗能力
3000万株，育苗年收入3000多万元，全
国50%以上的蓝莓种苗出自该基地。这
个基地在新区种植蓝莓2万亩，丰产期
亩产平均1000公斤，每亩收入12万～
15万元。引进了国内首条全自动化蓝莓
生产线，年深加工能力6000吨，年销售
额过亿元。
依托佳沃蓝莓精品示范园，该基地

大力发展休闲采摘、乡村旅游，每年接待
游客2万余人次，收入300多万元。在基
地的带动下，张家楼镇40个村、5000多
户农民从事蓝莓种植，建成7处千亩蓝
莓精品园，成立了10家蓝莓专业合作社
和35处蓝莓基地，面积达2 .6万亩，蓝莓
产业收入16 . 2亿元。带动了近万名农民
村头就业，每人每年增加收入2万多元。
青岛西海岸新区内的青岛绿色硅谷

科技园，建有智能蔬菜种植“工厂”，相当
于一个超大的温室大棚，面积达到了
3 . 5万平方米。与传统大棚不同，蔬菜种
植“工厂”棚高近5米，栽种有一排排的
西红柿苗，间距近一米，最宽间距可达3
米多，空间足够一辆汽车穿行。利用这个
智能温室，园区开展蔬菜生产、加工、育
种及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交易、农业
科技培训等业务。2017年生产高品质蔬
菜190万公斤，产值4500余万元，全部
达到绿色食品标准。先后获批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
基地、全国创业创新示范园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乡村振兴大观摩活动，吹响乡村振兴“冲锋号”

近千村支书现场观摩取“真经”

▲小渔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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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硅谷
科技园依靠智能
蔬菜种植获得认
可。

□半岛记者 徐杰 报道
本报10月22日讯 茶，是李沧一张

响亮的名片，这里是山东半岛时间最
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茶叶集散
地。李沧茶文化旅游节组委会正式22
日发布《李沧茶时间》新书，进一步挖
掘李沧的茶文化，推动茶产业、文化和
旅游产业发展，丰富李沧的经济业态。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青岛市每年茶叶
交易额在25亿元左右，其中李沧的交
易额约占全市七成。
22日下午，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的第7届中国（青岛）国际茶产业博览
会上，李沧区茶文化旅游节组委会正式
发布了《李沧茶时间》新书，并邀请了多

位茶人现场茶叙，分享与茶有关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李沧与茶的渊源已久，早先
位于李村河底的集市，在青岛开埠之初
就接纳了贩茶的商人；上世纪五十年代
“南茶北引”工程拉开序幕，位于李沧区
毕家上流社区的百果山就是“北茶”的发
源地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方的茶商
以茶叶为媒落脚李沧，带来了茶香、茶艺
和茶文化。
据李沧茶文化旅游节组委会负责人

徐娜介绍，《李沧茶时间》由李沧区旅游
局指导策划出版，耗时一年多时间，地毯
式入户走访李沧茶叶从业者百余人，最
终集结几十位茶人故事成册。“我们走访
了李沧茶人圈的方方面面，有李沧茶叶

市场的创建者、茶叶批发供应商、私人茶
馆主以及茶周边器物店主，包罗李沧茶
圈万象。”徐娜称，书稿内容不仅涉及李
沧几大茶城创建迁移重生，更是捕捉了
无数茶从业者的经营日常。
李村茶叶批发市场总经理韩文艳是

岛城最早一批茶叶市场的创建者之一，
在她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茶的书，
倒不如说这是一部多元化多角度的李沧
茶地图。韩文艳告诉记者，如今在李沧，
已形成李村茶叶批发市场、利客来茶叶
批发市场、兴邦茶城、天福祥茗茶广场、
天都锦茶文化城等七大茶叶市场，成为
山东半岛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
的茶叶集散地。

除了茶叶市场的繁茂外，茶文化也
在不断积淀和升华，李沧茶文化旅游
节也因此应运而生，至今已历时八届，
先后组织过李沧最牛茶人评选、南茶
北引 60周年纪念活动、夏园雅集、李
沧少年茶道吟诵会、全民饮茶日分会
场等多种形式系列活动。今年茶文化
旅游节期间，李沧区将设立十家文化
茶座，被授牌的文化茶座将按照组委
会统一部署，以“劝君共饮一杯茶”为
题，在11月每周举办一场惠民茶会，
邀请市民进店免费品饮参加，文化茶
座上不仅有名优茶叶品鉴指南，还拟
邀请宜兴景德镇等地知名器物大师视
频连线，直播制器等内容。

茶人故事成册，李沧“茶地图”来了
七大茶叶市场打造山东半岛最大茶叶集散地，茶交易总额约占全市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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