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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困村到旅游景区
村民实现了“躺着赚钱”

芒种忙，麦上场。麦收时
节，是村里人最忙碌的时候。然
而，在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
村民们却纷纷对着锅台炕台动
起了心思。

白墙黑瓦、蓑衣草亭、微雨
荷塘，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村子是集体的，但房子是个人
的。在一番精心设计后，整个村
子如同整体搬到了印象江南，而
被这影响的，不止村风村貌，还
有村民的腰包。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怎
么都不会相信，天天在家里就有
钱进账。”6月10日上午，在蓑衣
樊村，村民司方华和记者唠起了
家常。

64岁的司方华，原本是县城
一家企业的职工，工作虽然累
点，却也能养活一家老小。2017
年，蓑衣樊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整个村子都变成了一个景
区。看着村里人都靠着乡村旅
游赚了钱，司方华的心也活泛
了，在退休前一年果断辞职，将
家里两所院子的正房改造成8间
卧房，自己则开心地搬到了西厢
房，当起了“掌柜”。

“如今靠客房收入，一年就
能净赚8万块钱，现在就靠这房
子养老了。”谈及现在的生活，司
方华黝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同样的故事在蓑衣樊村数
不胜数。据蓑衣樊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司国营介绍，得
益于家乡环境的改善，蓑衣樊村
共有178户村民，直接参与到乡
村旅游事业中的村民约120户，
其中将自家房子改造成民宿的
有27户，还有28户改造成了餐
馆，其中就包括曾经的蓑衣樊村
党支部书记黄新海。

早在2014年蓑衣樊村首次
提出发展乡村旅游事业之时，黄
新海便第一时间参与进来，并主
动将自己的院子改造成了餐馆。

如今，步入黄新海家里，四
处都铺着考究的釉面砖，只有顶
上的黑色遮阳网和墙根的石榴
树在诉说着这里曾经是个露天

的院子。
“蔬菜是村里种的，水产是

村里养的，客人来了需要啥我就
让村里送点啥过来，每天守着锅
台过日子，一年下来赚个七八万
块钱，生活很舒适。”

如黄新海所说，在乡村旅游
事业的带动下，蓑衣樊村村民的
致富逻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
2011年前后的村民人均年收入
不过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几
乎为零的省级贫困村，到2021年
的村集体收入60万元、村领办合
作社收入14万元的江北水乡、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用司国营的
话说：“如今，村里人人都是‘新
农人’，家家都有‘致富经’。”

流转土地再回租
村民做起了“太阳生意”

良好的资源禀赋赋予蓑衣
樊村发展乡村旅游事业的先天
优势，然而在高青县常家镇，更
多的是缺少特色的良田与村舍。

在守住耕地红线与实现乡
村振兴上，常家镇又该何去何
从？常家镇常兴村给出了答案：
发展“渔光互补”农业。

“村里共有1000亩土地，尽
管700亩都已流转出去，但村民
依然可以在上面劳作。”干了一
辈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的李建论每每提到常兴村这一
产业模式，都会滔滔不绝。

据李建论介绍，得益于土地
流转政策的实施，2016年，常兴
村将700亩闲置荒地流转给高青
创赢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用
于建设30兆瓦农业光伏示范园
项目，这一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
收70万元。

村里有了钱，李建论又开始
打起了“小算盘”：光伏发电板看
似占用土地面积挺大，但实际并
不影响耕作，若是再以极低的价
格从企业手里回租过来，岂不是
实现了土地利用的最大化？

于是，在常兴村可以看到这
样一幅画面：大片光伏发电板
下，或小麦丛生，或牛舍连片，或
鸭群遍地，更多的则是大片龙
虾池。

如今，这700亩荒地上，有
300亩龙虾池、100亩牛舍、100
亩鸭棚，都转租给了村里的
农户。

尝到了光伏的“甜头”，村里
人又动起了自家房子的脑筋。
2017年，常兴村实施了“光伏惠
民”——— 分布式光伏扶贫奔康工
程，由村“两委”牵头在符合条件
的居民房顶建设了光伏电站，建
设资金由村内企业、村集体和个
人共同承担，贫困户免费安装。
如今，仅靠光伏发电项目便可为
村里带来近200万元的收入，实
现户均增收1.2万元。

在向土地要效益的同时，常
兴村还大胆向太阳要起了效益，
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帮助村民实
现了增收致富，又迎合了国家

“双碳”战略要求。而今的常兴
村，已凭借在全村建起的“光伏
银行”，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名副
其实的“光伏村”。

生态改善带来经济效益
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一叶落而知秋。村里的故
事也在诉说着常家镇的变化，这
直观地反映在数据上。

近年来，下辖23个行政村、
坐拥3.3万人口的常家镇，通过积
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农文旅
融合发展新模式，先后获得“省

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省级耕地保护激
励镇”“淄博市乡村振兴工作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在文旅项目上，常家镇还建
设了天鹅湖国际慢城，拥有天鹅
湖湿地观光区、艾李湖生态保护
区、安澜湾休闲度假区、慢享乡
村集聚区、温泉养生养老区等片
区，年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实
现年销售收入132万元。景区辐
射周边30余座村庄，帮助周边
300余户村民实现就业，带动农
户增收2500余万元。

在农业经济上，常家镇创新
间作套种农耕模式，打造林下经
济产业区。通过整体流转土地
1100亩，建设高标准绿色生态林
果园种植基地和高青黄河滩区
中药材高效栽培模式构建与新
产品研发项目。其中，高标准绿
色生态林果园种植基地总投资
4000万元，可创造经济效益超1
亿元；高青黄河滩区中药材高效
栽培模式构建与新产品研发项
目占地770亩，项目投产3年内合
计实现收入4.15亿元，净利润
1.245亿元。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换来了
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如今，在常
家镇，随处可见多样的植被与栖
息的鸟类。数据统计，常家镇依
托国际慢城重点项目建设，恢复
湿地200万平方米，形成绿化
190万平方米，拥有树木80余种、
2万余株，吸引了100多种鸟类栖
息，还是震旦鸦雀、白鹭、天鹅等
珍贵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常家镇党委书记宋震表示，
下一步，常家镇将继续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
道路，打造全市乡村振兴精品示
范区，全力争创全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助力“五区建设”，做好“三篇文
章”，把常家镇建设成高青的“后
花园”、生态“康养地”、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
地”，为打造美丽富饶、品质活
力、幸福和谐的黄河明珠贡献常
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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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乡村旅游模范村 敢于向太阳要效益

“绿水青山”让常家镇人鼓起“钱袋子”
曾经，高青县常家镇是个地道的农业小镇，然而在打起了生态环境改善的“主意”后，常家镇也解开了乡村振兴的“密码”。
通过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常家镇先后获得“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省级耕地保护

激励镇”“淄博市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而这些荣誉带给常家镇的变化，远不止这些。

乡村旅游事业发展起来后，蓑衣樊村许多村民都将自己家改
造成了民宿。

在常兴村，光伏发电板下种植着大片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