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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夯实产业根基

在博山区东南部，一座写
有“源泉”二字的“猕猴桃”雕
塑，风雨不动，向过路人诉说
着这里的过往。

猕猴桃在博山已“生长”
多年。如今，博山区猕猴桃种
植面积已近3万亩，产量达2万
余吨，为当地农民增收2亿元
以上，作为猕猴桃种植基地的
博山区源泉镇，目前也已成为
国家级产业强镇。而在此之
前，博山猕猴桃却一度让当地
百姓头疼不已。

“刚开始种猕猴桃时用的
是立架，我们也叫篱笆架，因
透风透光不好导致果子产量
低、甜度不高，还不利于管理，
不少种植户因此动了放弃的
念头。”在源泉镇麻庄村果农
李洪贵的记忆里，博山区地理
位置偏北，刚开始种植时照搬
南方种植经验，让果农吃了
大亏。

“经过专家的考察指导，
重新引进了适宜当地气候与
环境的新品种，不断对种植技
术进行改进，这才慢慢发展起
来。”据李洪贵介绍，目前，他
所在的麻庄村猕猴桃种植面
积已经达到了1200亩左右，他
的8亩地一年便能带来十几万
元的收入。

随着猕猴桃种植技术的
成熟，当地村民的腰包也鼓了
起来，猕猴桃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也渐渐让猕猴桃产业成
为博山的一大特色。

“抓好乡村振兴战略，一
是要让农民富起来，二是要让
村集体富起来，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农业，这是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方式。”1月29日，
博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王光亮表示，博山的地

理气候独特，具有山多、土净、
水好、空气优的特点，土壤富
含有机质，为发展生态、高效、
优质的特色农业创造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

为此，博山区在加大特色
农业建设力度的同时，不断加
强对数字农业农村的建设。
截至目前，博山区农业智慧大
脑设计工作已初步完成，并率
先在全省建成猕猴桃特色农
业保险大数据平台。作为博
山特色农业代表的博山猕猴
桃，也成功跻身“盒马鲜生”体
系，拓展了猕猴桃的销路，拓
宽了猕猴桃产业的发展空间。

2020年12月1日，博山区
与山东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推进
博山猕猴桃产业发展合作备
忘录》，帮助博山猕猴桃产业
打造乡村场景金融，通过农业
数据自动生成技术对农业商
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数
据分析，实现产融精准结合。

如王光亮所说，博山区正
以猕猴桃产业为依托，统筹推
动源泉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的
建设。

示范片区勾勒振兴蓝图

“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建
设，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优
势，以集约化带动特色化，进
而形成规模化。”在王光亮看
来，源泉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的
建设，可以充分利用气候及地
理优势，以特色农业带动区域
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并非单纯的农业产业的发展，
更要把目光投向农业农村的
局限之外。”王光亮告诉记者，
长久以来，博山特有的自然资
源与地形特点，孕育了富有历

史底蕴与文化内涵的自然村
落，而实现乡村振兴，就要深
入挖掘自然村落的价值，通过
文旅融合的强大活力，以板块
思维和前瞻意识，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中淄博板块的博
山篇章。

为此，博山区以群山连
绵、红叶漫天的和尚房村和姚
家峪村为重点，通过“功能改
造”和“多方合作”的方式，在
保留原始村落的基础上，对落
后的道路交通进行了全面整
修。另外，博山区还充分整合
利用了齐长城文化、红叶景观
资源，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
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全力打
造了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范
区，联动周边片区，以点带面，
实现城乡和区域的共赢。仅
域城镇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
范区惠及人口就高达3674人，
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域城镇
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范区将
实现带动返乡500人就业，年
100万人旅游休闲和度假。

除此之外，博山区还依托
产业特点，重点打造了以人居
环境提升、现代农业集群、生
态产业景观带等为主要项目
的池上镇乡村振兴示范区，以

“山东三水源养生养老基地”
为龙头项目的博山镇“山东三
水源”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以
及以五阳湖项目、美丽乡村建
设、桥东人才基地、芦家台精
品民宿等为主要项目的石马
镇五阳湖乡村振兴示范区。

“目前，博山区已将推进
五大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列
入全区‘七十六重点项目’，并
牵头完成了优化村庄布局、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工作‘回头
看’等工作。”王光亮说，“未
来，博山区还将发挥领域优
势、找准短板、制定措施、集成
政策，科学编制《博山区农业

农村‘十四五’发展规划》，全
力助推乡村振兴。”

精准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无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力推动下，博山特色农业取
得了显著成效，数字农业农村
建设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同
时，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
环节，博山区的脱贫攻坚也取
得了决定性胜利，而那些脱贫
攻坚行动中的感动故事，随着
时间的流淌，一幕幕呈现于公
众眼前，进而落入心间。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
可能我早就丧失追求美好生
活的信心。”1月29日下午，提
起脱贫前的生活，博山区池上
镇赵庄村村民聂霞感慨万千。
2008年，丈夫突患胃癌，让他
们一家原本幸福的生活一下
子跌入谷底。

“丈夫巨额的医药费、两
个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
我喘不过气，就在我最无助的
时候，政府的扶贫脱贫行动让
我的生活迎来了新的希望。”
对聂霞一家而言，政府的帮持
举措可谓是雪中送炭。

2013年，聂霞一家四口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
3000余元的低保收入，帮助这
个四口之家度过了那段最艰
难的时光。随后，在政府脱贫
攻坚工作的帮助下，聂霞不但
找到了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两个女儿还获得了数千元的
教育补助及学费减免。

现如今，聂霞每月都有
1370元的固定工资收入，同时
当地政府还按月为其缴纳职
工五险，生活有了进一步
保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
力乡村振兴，博山区坚持党建

引领，大力实施区、镇、村三级
书记‘一把抓’工程，通过明确
目标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构建环环相扣的‘责任
链’。”博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
成员、博山区扶贫办主任韩立
霞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博
山区还实施了脱贫攻坚聚力
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大扶贫行
动；实施目标任务靶向工程，
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一村一
策、一户一策、一项目一策”，
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
准施策，确保脱贫攻坚“不漏
一户、不落一人”。

如韩立霞所说，自2016年
以来，博山区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担当，强化推进措
施，狠抓工作落实，举全区之
力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胜利。截至目前，博山区共有
86个贫困村实现稳定退贫，
1.7万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
脱贫。

“下一步，博山区将持续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扶贫资产
监管，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健
全动态监测和即时发现即时
帮扶机制，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韩立霞说。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并非
一日之功，回望实地采访的一
个个场景也让我们坚信，有实
力、有耐心的博山区终将在
2021年，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工作中迈上更高的台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姜涛 李振兴 孙良栋

乡村振兴的博山样板
当前，中国正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乡村振兴打造了良好环境。
新发展格局之下，博山区提前布局，加快发力，以特色农业和数字化农业为突破点，不断加大对农业的科技和政策扶持，夯实了

以猕猴桃产业为代表的产业根基。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过去的一年，博山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布局上，已然跳出了“乡村”的狭

义局限，并以自然条件为依托，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在实现资源最大利用的同时，又避免了产业的过分同质化。
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环节，博山区始终不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制定措施抓落实，保障民

生送温暖，使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丰富了商品种类，实现了价格翻番。 博山区池上镇聂家峪村的特色大樱桃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