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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的带动不仅让西河村富裕了，企业通过“一袋面”“一瓶醋”“一瓶酒”带动村集体增收的同时，还通过产业
工人、半工半农的方式招聘村及周边村的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村企协同发展实现了企业增收有作为，集体增收
有途径，个体增收有保障。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临淄区通过发挥驻地龙头企业、商会的力量，实现了“带出一
串链条、形成一片产业”的“聚变”效应。最终，实现了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村联建发展，推动了资
本、技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乡村，促进了村企联动建设、共同发展。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吉宝 李鸿斐 通讯员 董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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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博市临淄区西北部
有个村子叫西河村，因坐落于
康浪河源头而得名，这里是春
秋时期齐国大司田宁戚进身
之地，也是孔子听歌谣“沧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处，
同时还是《齐民要术》中记载
的酿造技术发源地，历史文化
资源丰富。

近年来，西河村充分发挥
周边龙头企业优势，探索出

“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村
民”共同发展模式。如今，西
河村摆脱了曾经村集体收入
不足万元的窘境，变成了家庭
户收入超过10万元/年，村集
体一年增收50万元的村。

穷村窘境：
抱着金鸡不下蛋

“以前，村里没有企业，村
民们的收入主要靠种地，村里
的基础设施也很简陋，村集体
收入不足1万元,买几块钱的办
公用品都得算计。”李振宇今年
47岁，是西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说起当初上任前村
里的窘境，他仍然记忆深刻。

2007年，李振宇当选为村
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村容村貌整治，通过乡
贤、能人带动捐款捐物，村民
出义务工的方式硬是把土路
换成水泥路，村民也用上了自
来水。2020年，在淄博市城乡
环境大整治过程中，西河村对
康浪河河床和沿岸十余处违
章建筑进行拆除，还对村内闲
散院落、垃圾湾、垃圾坑等闲
置资源进行综合整治，村容村

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何实现村集体经济增

收成为西河村的首要任务。
在调研过程中，李振宇和

村“两委”班子发现：西河村作
为康浪河的发源地，蕴含着独
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资源；全村
200来户却坐拥1400多亩的土
地资源；此外，西河村南邻宏
达路，东邻227省道，交通便
利；最重要的是临淄区三大食
品龙头企业山东巧媳妇集团
食品有限公司、康浪河面业有
限公司、山东中轩酒业有限公
司就在村边上。

“原来，这几年我们一直
抱着金鸡却没下蛋！”对此，李
振宇也有些懊悔。在发现比
较优势后，西河村果断决定把
村里的土地流转“办大事”，进
行小麦、高粱、蓝莓等特色农
产品种植和中华白玉蜗牛养
殖。用李振宇的话来说，就是

“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
么、养什么”。

引来企业求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提

升了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更得到了周边企业的投资
青睐。

2021年，西河村从政策支
持、企业招引、农业合作、建设
租赁、乡村休闲等多方考虑，
建设了巧媳妇好滋味中央厨
房、中轩酒坊和康浪河面馆，
打造了集特色农产品展示、销
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体验
区“康浪河·谷乐园”项目。

“以前，康浪河边上荒乱
林地杂草丛生，白色垃圾、建
筑垃圾时有出现。现在，在康
浪河·谷乐园内，呐喊喷泉、水
幕秋千、时光隧道、儿童游乐
场、水上晃桥，这些好玩又好
看的景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打卡。”郭建忠的家就住在
康浪河沿岸，说起康浪河的变
化，他有着深刻的体会。

“今年，我们在康浪河·谷
乐园项目西侧，建起了17亩的
温室大棚，其中9亩为瓜果采
摘体验区，主要种植草莓、西
红柿、甜瓜等有机品种，预计
今年实现20万元销售收入，村
集体增收14万元；另外2处是
盆栽蓝莓和太乙制药中华蜗

牛相结合的温室大棚，占地8
亩。”李振宇算了一笔账：占地
5亩的蓝莓年产量约3000斤，
按普通市场价每斤60元核算，
年销售收入18万元，除去成本
费用，能为村集体增收12万
元；蜗牛养殖基地，1年循环繁
殖蜗牛100万只6万斤，每斤蜗
牛由太乙制药兜底收购价6
元，年均保底收入36万元，能
带动村集体增收25万元。

“以前在家种地，不挣钱。
现在在这里打工，每月有3000
元收入，还不耽误照顾家庭。”
在蓝莓大棚里，61岁的西河村
村民王秀香正在管护盆栽蓝
莓，自从村里建起大棚，她就
在这里打工，负责蓝莓的种植
管理以及大棚保洁等工作。

“我们村通过村企合作，
通过特色农产品种植及农副
产品加工等项目，实现了村庄
品质不断提升。现在，村里没
有一个闲人，60岁以上的在周
边企业当保安、干保洁，一个
月收入2400元。只要具备劳
动能力，都有工作干，现在全
村村民户均年收入超过10
万。”李振宇说。

村里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户籍在村却在外居住的人开
始返回村里：2007年，村里421
口人，178户，7名党员；2022
年，村里有701口人，227户，33
名党员。

“明年，我们这4处温室大
棚就能见效益，加上村里其他
项目，明年我们村集体收入有
望突破100万元大关。”李振宇
信誓旦旦地表示。

围绕“龙头”共发展

企业的入驻也给村集体
经济发展带来契机，在温室大
棚旁，有一片刚刚冒出绿色的
小麦。

李振宇介绍，这一片400
亩地是康浪河和中轩的原材
料生产基地，一年两季种植春
小麦、秋高粱。小麦成熟后交
由康浪河，种植的高粱则由中
轩酒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
20%收购，去年为农户及村庄
增加收入30万元。其中，村集
体增收10多万元。

“酿酒、制作调味品需要
蓝莓，我们就种蓝莓；面粉厂
需要小麦，酒厂需要高粱，我
们就种小麦、高粱，这样的运
营模式，既帮助企业实现了

‘原料—生产—销售’全链条
的展示平台，同时，也保证了
村民粮食生产稳定，直接增加
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形成稳
固的共同发展平台。”李振宇
的这番话，也得到了驻地企业
的认可。“我们在村里租赁了
几十亩地种植小麦。目前，我
们一天的粮食用量是60万斤，
现在村里一年的产量还不够
我们一天的用量，但能帮助村
民致富和村集体增收，我们非
常乐意！”山东康浪河面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于英超表示。

在凤凰镇党委书记于海
南看来，龙头企业扎根田间地
头，让乡亲们端起了“绿色饭
碗”，吃上特色产业带来的“生
态饭”，更让周边村在产业链
上做起生产、加工、观光、文化
宣传“一条龙”配套服务，成长
为乡村新业态新模式的创业
者、从业者，让“三农”力量成
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
力军。

临淄区西河村：

一袋面+一瓶醋+一瓶酒
让村集体经济发酵升华

改造后的康浪河风景秀丽。 资料照片 西河村种植的高粱 资料照片

康浪河岸边的西河村传统文化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