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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三体共建”
助推乡村振兴

在沂源县西里镇红源新
村的高山上，七棵“沂源红”
苹果树被小心翼翼地照看起
来，每一棵都有属于自己的
标签和介绍，这并不是几棵
简简单单的苹果树，它们是

“沂源红”苹果品种的母树，
因此这里也是“沂源红”苹果
品种的发源地。

6月1日，大众日报淄博
融媒体中心记者来到了沂源
县西里镇红源新村，映入眼
前的是高山上梯田式的果树
种植和村里如火如荼的建设
项目。

原来，这些都是“沂源
红”产业会客厅的一部分。

据了解，红源新村，该村
由原山西万村、大家万村在
2020年合并而成，村中分布
适合果树生长的优质红色页
岩。其中，山西万村是“沂源
红”苹果发源地，7棵母树如
今依然可以量产“沂源红”。
围绕做大做强“沂源红”这一
金字招牌，西里镇以红源新
村为中心全力建设全省最优
苹果技术培训基地，建设“一
地一园一站三体四中心”。
一地即200亩“沂源红”苹果
良种苗木繁育基地，一园即
300亩山地现代栽培园，三体
即党建共同体、民生综合体、
产业综合体，四中心即数字
农业指挥中心、新技术科普
馆及技术培训中心、果品营
销中心和70000平方米鲁中
果品交易市场。

“西里镇是传统果业大
镇，这些‘梯田’是红源新村
300亩山地现代栽培园，已经
完成3万株优质‘沂源红’苹
果苗木的栽植。依托全镇创
新推开的果树技术全托管模
式，这里还配套先进的水肥
一体化系统和物联网数字系
统，对项目区及全村果园进
行全面覆盖。”

沂源县西里镇党委书记

陈立兵告诉记者，该村苹果
价格基本稳定在每斤5至6元
左右，是其他村苹果价格的2
倍以上,村民人均果业收入
在1.2万元左右。

作为“沂源红”苹果的发
源地，红源新村一直是全镇
果业振兴的先行村、样板村，
上述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
年产高端“沂源红”苹果200
万斤,年产值1000万元左
右 ，带 动 村 集 体 增 收 5 0
万元。

“‘沂源红’产业会客厅
既作为朱彦夫党性教育基地
的延伸项目，为前来学习感
悟朱彦夫精神的游客提供农
业科普、采摘体验等特色文
旅项目，还可作为国家苹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沂蒙分中
心，成为全县乃至周边最大
的集果品种植、育苗扩繁、科
研培训、营销交易、民生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中心。”
陈立兵介绍。

同时，按照资源整合、
共建共享理念，结合“沂源
红”产业会客厅项目，红源
新村率先实施了党建共同
体、民生综合体、产业综合
体“三体共建”，内设长者食
堂、公共浴室、医疗服务点、
便民超市、党建共同体、政
协委员活动站、专家工作
站、矛调中心、青年会客厅、
先正达集团营销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能够
将党建的引领作用和服务
功能充分融入到民生综合
体和产业综合体建设之中，
真正让西里镇实现以基层
党建为统领、以产业发展为
辅助、以服务民生为宗旨的
民生发展新格局。

支部领办合作社
实现果业持续发展

桑树除了桑叶养蚕和出
售桑葚，还能用来做什么？
西里镇前西新村给出了新的
答案——— 桑黄。

在前西新村，记者见到
了这种传说中的“黄蘑菇”，
它整体为黄色，自然状态下
五年才能长巴掌大小，看似
平平无奇，一斤新鲜的桑黄
售价高达700至800元，其加
工产品价格更高。

“桑黄是寄生在桑树上
的一种稀有而珍贵的药用真
菌，别名桑耳，被历代中医称
为‘妇科圣药’‘森林黄金’，
富含三贴、蛋白多糖、黄酮、
总酚及麦角甾醇，这些药用
成 分 是 抑 制 肿 瘤 的 基
础……”6月1日，在前西新村
桑黄菌种植产业基地的大棚
外，一场产品直播正在进行，
包括桑黄在内，前西新村各
种特色农副产品都在镜头前
被熟知、被抢购。

近年来，前西新村通过
流转土地50亩，整合前西新
村、东升、双胜、曹宅等4个村
的乡村振兴扶持资金，新建
菌类大棚23个，解决了单打
独斗、产业分散的短板。项
目全面发力后，将形成年产
35万桑黄棒产能，预计年产
值420万元，利润140万元，
让前西新村等4个村集体经
济增收30万元以上。

在此基础上，前西新村
建设了占地600亩的山农酥
梨现代产业基地，项目实行

“合作社+高校+农户”三位
一体的组织模式,采取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先行、山东农
业大学陈学森团队提供技术
支持、农户流转土地参与分
红的方式进行运作，与农户
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基
地的示范引导作用，带动周
边农户果品种植业、采摘农
业的发展。

“该项目填补了沂源县
高端果品批量生产销售的空
白,形成规模效应，引领西里
乃至沂源果农走品牌化、高
端化果品发展的道路。”陈立
兵介绍。

在桑树峪村，230亩苹果
200亩山农酥梨也正在阳光
下茁壮成长。

“村里积极探索流转土
地新模式，以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为引领，成功流转土地
430余亩，建设起了苹果产业
示范园和200亩山农酥梨产
业示范园,均采用大苗建
园。”桑树峪村遴选党支部书
记周炜峰说，项目预计为村
集体增收25万元，户均增收
1.2万元，辐射带动周边10个
村的林果业发展。同时，项
目的建成，有利于拓宽农民
就业渠道和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有效转移，逐步实现“替农
民 种 地 、为 农 民 养 老 ”的
目标。

绘就乡村振兴“西里样板”

经过20余年的发展，西
里镇水果挂果面积5万亩，总
产量11.5万吨，其中苹果2.6
万亩、桃2万亩，实现销售总
收入3.2亿元，全镇果品种植
户约2.5万户，从业人员4万
多人，农民人均果业收入达
7600元。果品产业尤其是
苹果产业是西里镇农民创新
创业、富民惠民的好产业，具
备进一步做强做大的发展
优势。

而回族人口数量多、分
布广，也让西里镇区别于沂
源县其他镇办。在“沂源红”
之下，西里镇还建设民族融
合党建共同体（柳枝峪、辛
庄、大刘庄），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发挥共同体统筹作用，
抓牢抓实“一网三联”，聚合
民族团结力量，以此来策划
和申请发展项目，形成抱团
效应。

“共同体成立后，我们策
划实施了‘沂源红’民族交融
发展项目，预算总投资4900
万元，共有16个项目，惠及周
边11个村。”陈立兵介绍，无
论是民族融合发展区医养康
复中心还是肉牛养殖基地、
蔬菜大棚，他们以推进乡村
振兴和民族交融发展为总抓
手，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
下的乡村振兴和民族交融发
展新路径。

未来，西里镇将继续以
“楷模之乡、幸福西里”建设
为引领，将红色精神高地和
绿色产业发展优势注入西里
发展建设的全过程，深入挖
掘特色产业，坚持有解思维,
聚焦重点任务，立足实际，积
极探索更多、更有效的发展
模式，推动“工业强镇、农业
富民、镇域建设”发展不断攀
升，绘就乡村振兴“西里样
板”。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晓明 李科 王
兵 孙良栋 李波

沂源县西里镇：

“沂源红”蝶变乡村振兴“幸福红”
沂源县西里镇位于淄博市最南端，地处淄博、临沂交界处。
从40万株优质苹果大苗，到高价值的桑黄，从支部领办合作社到三体共建构筑民生发展新格局，作为“人民楷模”朱彦

夫的家乡、“沂源红”苹果的发源地，西里镇始终坚持围绕打造“楷模家乡、幸福西里”的总体目标，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
谋篇布局，凝心聚力、攻坚突破，乘势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村民正在处理刚从大棚中采摘的新鲜桑黄。 西里镇苹果大苗长势良好。

“沂源红”母树受到了精心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