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平度市抢抓青岛突破平度和乡村振兴攻势重大机遇，以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为目标，依托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因地制宜，按照“土地规模化、组织企业化、技术现代化、服务
专业化、经营市场化”的“五化”要求，积极探索产业振兴新路径，以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崔家集镇：“党支部+平台公司+

合作社+农户”

夯实“红色经济”繁荣之路
前洼村村民杨丰昌面朝自己的西

红柿大棚，感慨道：“现在的生活，我以
前可不敢想啊。”在政策帮扶和自身努
力下，曾经的贫困户如今变身西红柿
“棚主”，过上了年收入15万元的“小康
生活”；90后小伙鞠朋浩大学毕业后，
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生活，回乡做起
了一名西红柿购销经理人。在当地老
百姓眼里，这颗西红柿“红果”早已经
成为“致富果”“幸福果”“振兴果”。
崔家集镇立足西红柿特色产业良

好发展机遇，走出了一条“党支部+平
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之路。
干部党员带头参与，各平台公司和各
类资本的迅速投入，村民与村经济合
作社签订土地入股合同，村经济合作
社将全村土地统一流转出租给从事西
红柿种植的专业合作社（企业），村集
体收取设施配套服务费每亩每年 50
元，在村经济合作社的管理运行下，崔
家集镇西红柿产业园实现高速发展，
稳定为6个青岛市定经济薄弱村带来
每年5万元的集体收入。土地流转后，
从传统种植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除了
获得土地租金收益外，通过入园打工、
租种大棚，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
吸引了周边2000余人前来务工，一些
村民看准商机，以满足务工人员的需
求为着力点在村中开起了快餐馆和小
超市，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农家乐”，
带动村民持续致富增收效果显著。经
过近几年的特色发展，以崔家集镇西
红柿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引擎的“红色
经济”产业带越来越宽，“‘西’域福地、
‘红’动神集，‘柿’事如意”的发展愿景
正在加速实现。

■新河镇：“品牌+基地+公司+农

户”

点亮“指间经济”特色之路
新河镇通过培育运营“指间大象”

品牌，全面提升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 新河草编的文化内涵和市场
竞争力，形成了年产值高达24亿元的
草编产业集群，成功推动“指间技艺”
成为“指间经济”，建立了一套“品牌+
基地+公司+农户”运营模式，有效探
索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
通过品牌化运作、集群化发展、全

民化参与等一系列举措，依托草编产业
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集群规模大、草编
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新河镇通过指间
大象平台，打造集产业、文化、旅游和社
区四大功能于一体的“青岛百年编织小
镇”。
“很多村民在家就做这个，一个月
轻轻松松就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收
入。”一位企业负责人说道。在草编产
业链条中，从产业上游的麦秸、玉米
皮、纸绳、塑料材料采集，到拉链、纽
扣、把手、配饰等辅料制作，成品编织，
再到下游漂染、上色，到后期包装及物
流配送，每个环节都有农民这一群体
的参与。宁家村贫困户刘雪衣就是其
中之一，依托“草编就业工坊模式”，刘

雪衣一家与新河镇丰川工艺品厂形成
结对帮扶，由企业带领技术人员进村
到户传授编织技艺，或直接将手工加
工活送至农户家中，形成直达田间炕
头的产销精准对接模式，真正实现了
“不点火，不冒烟，看着电视做草编；不
出门，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赚”。

■古岘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公司＋基地＋农户”

拓宽“花椒经济”发展之路
“合同一签，家里的地就更值钱了，
土地转租有租金，年底每亩地有分红，
给公司干活还发工资。现在不用外出打
工，在家门口就可以赚钱了。”东六曲村
村民王华海高兴地告诉记者。
在花椒科技示范园里记者看到，

工人正在田间进行操作，50万株花椒
长势喜人。“项目一共分为三期，一期

计划投资3700万元，规划占地面积2
万亩，今年年初栽上了50万株花椒，
成活率非常好。”项目负责人姜泽波
介绍。近年来，古岘镇利用当地特色
农业招牌，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现
代农业，建立“金椒鸿”花椒科技示范
园，探索出一套“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公司＋基地＋农户”产业链条式的经
营发展模式。镇党委牵头通过“双招
双引”引进企业,再由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进行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
化经营。在新经营发展模式下，村民
能够通过土地流转费、劳务工资和企
业收益分红等方式获取收益；村“两
委”通过土地流转分红壮大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也能通过管理服务获取企
业管理服务费。古岘镇的有益尝试，
对于村民、村集体、合作社来说，是三
赢的局面，也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
业提供了一个新模板。
“项目全部完工后，农民年增收2万

元以上，村集体收入保守估计5万元。”
姜泽波介绍，“建设种植基地还只是第
一步，接下来还有加工基地、研学基地
等，能够有效调动周边农户参与项目建
设和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推动村民和村
集体经济收入同步增加和壮大，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发展农村

产业，必须要突出地域特色，因地制宜
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构建具有本土
特色的产业体系。要有品牌意识，建立
完善特色品牌体系，提升竞争力，提升
附加值，将品牌转化为产业振兴的加速
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用活社会资本、龙头企业的带动力，增
强农户的向心力，建立有效的利益链接
机制，将企业、村集体、农户紧紧联系在
一起，才能形成强大的发展动力，为农
村产业持续振兴、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有
力保障。 文/图 窦德佳 戴彤
桐 高燕琦 郭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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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平度市抢抓乡村振兴机遇，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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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镇街头村民在做草编。古岘镇花椒产业园基地。

崔家集镇西红柿设施种植大棚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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