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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资源并抓

硒是“长寿元素”和“抗癌
之王”。龙泉镇土壤中硒含量
为每公斤0.487毫克，是山东省
罕见的天然适硒区域，依托1.2
万亩富硒资源，聘请天津大学
编制了“富硒养生小镇”规划，
规划了10大功能分区，涵盖周
边7个村庄，拉开了以富硒推动
乡村振兴的大幕。同时，镇上
通过支持经营主体土地流转、
强化政策引导、完善基础设施
配套等举措，走出了一条高效
农业的“硒”望之路。今年龙泉
镇被评为“山东省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联系点”。

“久润富硒生态科技园建
在我们村，占地1100亩，是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试点项目、省级
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园区种
了果蔬及小麦、玉米、五谷杂
粮，建了富硒农产品深加工车
间，吸引了大量游客旅游采摘，
是远近闻名的‘明星园区’。近
年来，园区通过流转土地、溢价
收购农产品、安置劳动力就业
等方式，带动周边群众收益颇
丰，简直就是乡村产业振兴的
排头兵。”龙泉镇大土屋村党总
支书记杨光胜对久润富硒生态
园赞不绝口。

“资源是乡村产业振兴的
前提，原有的村居资源要么被
吃净分光、要么被个人承包了，
要么大量闲置和撂荒搁置。为
了彻底解决好这些难题，我们
千方百计想了一些办法，采取
了一些列措施，把流失的村集
体资源归集起来，让‘躺着睡大
觉’的闲置资产，变成能产生收
益的资本。”龙泉镇党委书记刘
成说道。

思路决定出路。龙泉镇全
面开展了“清资产清合同清租
金”活动。通过创新资源盘活
方式，把废弃矿山矿坑、荒山荒
坡、闲置土地、闲置学校及显失
公平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梳理，
有效地激活闲置资源，实现了

“枯枝发新芽”。8个村居整理

合同480份，集体增收370万
元，收回土地1200亩；总投资
1.05亿元，在全省率先开展了

“全镇域矿山修复土地整理”，
新增耕地2327亩，置换土地指
标2000余亩。该做法作为山东
省地方改革案例上报中央改
革办。

政策进村入户

“党的‘三农’政策是航标，
要学深吃透弄明白，用活用好
用到位。这些年，乡村振兴、农
业农村、精准扶贫等政策都很
接地气，有力促进了全区农业
农村发展，老百姓得到的实惠
也很多。准确把握‘三农’政
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获
取丰硕的果实。”淄川区农业农
村局长王利民介绍。

龙泉镇紧紧抓住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契机，全力推动农业
农村发展更上一层楼。措施
一：逐村梳理资源对接项目。
开展“我在现场”工作落实年活
动，镇上带着农业政策，逐村逐
项目精准对接，先后争取“一事
一议”连片治理、农业综合开
发、“一二三产融合”试点、精准
扶贫等项目资金1.6亿元用于

“三农”发展。措施二：逐园区
策划项目完善配套。成立富硒
小镇管委会，统筹整合农业、国
土、发改、科技、商务、农技、蔬
菜、水利等各项政策50多项，综
合投资8000万元，配套完善了
富硒园区水电路气、闸井机房
等基础设施，加快了园区建设
步伐。

资本上山下乡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引
领了多路资金加速向农业农村
农民‘补血’。随着‘真金白银’
源源不断注入广袤农村，将有
效地激发农村市场的稳增长潜
力，资本投入成为乡村振兴的
强力‘助推器’。”淄川区农业农
村局长王利民说。

龙泉镇工业经济发达，社
会资金实力强，实施工商资本
上山，用工业化思路谋划农业
有先天优势。通过引导土地流
转，加大政策扶持等举措，宜龙
化工投资1.8亿元，承包荒山荒
坡8000亩，建设金毫相休闲园
区；锋泰置业投资7000万元，流
转土地1500亩，成立裕翔德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佛山慧通投
资1.4亿元，流转土地2000亩，

建设久润富硒生态园。目前，
龙泉镇成立了20余家农业合作
社，开发富硒农产品40余种、富
硒深加工产品60余种。

创新景区入园模式，用景
区化思路建设园区成效显著。
龙泉镇借鉴“五星达标、3A争
创”模式，按照3A景区的标准
打造农业园区。目前，久润富
硒创建为2A景区，与3A景区中
华琉璃文创园进行链条互补，
结对共建，政策共享，去年游客
达到10万人。

产业跨界融合

“文化增内涵、旅游增收
益、研学增人气、科技增实力，
向一产要形象、向二产要效益、
向三产要活力。我们正全力按
照‘现代农业+二产加工+电子
商务+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的
三产融合模式，实现接二连三，
努力打造‘新六产’，助力乡村
振兴新发展。”龙泉镇镇长孙潇
说道。

目前，龙泉镇将陶瓷文化、
琉璃文化、铁壶文化和富硒养
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振兴，规
划建设了淄博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区，申报争创“琉园硒谷”

田园综合体；向教育部门申建
研学基地，聘请台湾团队进行
文创设计，实施嫁接旅游，打造
多类型大师工作室和观光工
厂；成立山东富硒产业研究院，
与山东农业大学、鲁东大学农
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
作，成立了博士工作站、蔬菜种
质资源改良与新品种选育实验
室、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等多层
次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形成
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全产
业链条。

绿水青山富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为建设“生态龙泉”提供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龙泉镇是国家
级生态镇，在1至8月份淄博市
89个乡镇空气质量排名中名列
第二名。这是龙泉镇持之以恒
抓环境综合整治结出的硕果。

坚定不移治山，逐步将矿
坑荒山变为绿水青山。借助土
地整理矿山修复项目，龙泉镇
组织实施了修山、修地、修路、
修水、复绿等“四修一复”工程，
逐步将东山建成万亩富硒产业
园，将西山建成淄川城郊森林
公园。昔日龙泉镇千疮百孔的
废弃矿山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西部山区矿山修复后，将与龙
泉东部“般河源——— 富硒园区
风景带”联袂形成龙泉东西部
的绿色屏障。

逐年分段治水，让龙泉境
内重现河塘清流。先后建设7
个5000立方米以上池塘，整治
般河4.3公里，治理大土屋久润
支流段流域200亩、塘坝7万立
方米，为百姓提供土地增收的
同时，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提
供了就业岗位。

此外，依托万亩矿山生态
修复工程为基础，通过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龙泉镇正倾力打
造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
社区为一体的“琉园硒谷”田园
综合体，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增砖添瓦。

政策进村入户 资本上山下乡

跨界融合
打造乡村产业振兴“龙泉模式”

文/图 通讯员 闫盛霆 仇慧清 唐琼
一场秋雨一场凉，凉中透着果实香。在淄川区龙泉镇的聚相山下，块块整齐的田野里，葡萄、寿桃、黄瓜、茄子等数十种蔬果遍布，吸引着市民前来采摘。“在这里选择余

地大，品种多。采摘完后，还可以爬爬山，散散心。登高望远心情舒畅。”来自滨州市博兴县的王慧秋说。
在这里，曾经的废弃矿山修复成绿色良田，尚庄村100多亩抛荒的土地变成花的海洋，久润富硒生态园里游客络绎不绝，铁壶馆里吸引了众多惊艳的目光……

“近年来，龙泉镇借势借力，创新思路，抓好政策进村入户，引导资本上山下乡，实施产业跨界融合，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龙泉模式’。”龙泉镇党委书记刘成介绍。

农业合作社员工在晾晒萝卜干。 市民在生态园中采摘葡萄。

裕翔德生态采摘园的西红柿获得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