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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2022年6月，“闭关”10年之
后，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园
营业。这10年，桓台县先后关
停取缔各类涉水企业35家，封
堵入河排污口150余处，治理河
道130公里，进行绿化10万亩，
建设人工湿地近3000亩，累计
投入28.2亿元，对马踏湖进行全
流域综合治理，昔日的“酱油
湖”华丽转身“生态湖”，并被评
选为中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
例第一名。

生态好了，幸福与收入纷

至沓来。如今马踏湖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附近的村民们已经不
再“背朝黄土面朝天”，进工厂、
开民宿、种莲藕、包果园，华沟
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6
万元，村集体收入分红也达到
每人1000元。

2016年开始，华沟村村民
宋涛元就在湖区承包起了藕
田，随着湖区生态环境日益向
好，他也吃上了一碗“生态饭”。

“以前环境差点的时候，藕的质
量不好，也就五六块钱一斤，去

年因为旅游业的带动，二十块
钱一斤都供不应求，我承包的
70亩藕田刨除各项成本，能有
近20万元的收入。”说着，宋涛
元脸上禁不住露出笑容。

因为环境改善，生活幸福
感爆棚的还有宋涛元的乡亲王
同学，“如今，我把家里的几亩
田包了出去，平时就去公园帮
帮忙，收入还不错。环境好了，
在城里上学的孙子孙女也更愿
意回来了，周末能多陪陪他
们。”

举行水上婚礼等湖区人文
风俗表演、举办传承已久的马
踏湖荷花灯会和捕鱼节，依托
湖区地域文化融合发展，马踏
湖国家湿地公园自开园以来游
客络绎不绝，日客流量最高峰
能达11000余人。

绿柳新芽，春花烂漫，如织
如梭的游人漫步岸边。与马踏
湖国家湿地公园南北相望，地
处桓台县城南部的红莲湖公
园，在去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通过了山东省美丽幸福示范河

湖验收。“红莲湖公园现在不仅
环境好，文化建设也不错。有
时候吃完饭，散步到公园，还能
进书店看会儿书，这放在以前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果里镇前
埠村村民张翠梅说。

原乡文化与旅游体验相融
合，留住青山绿水，保留乡风乡
韵，让群众记得住乡愁，看得见
美好。做活地域文化“水”字文
章，桓台正以其独有魅力勾勒
着一幅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乡
村宜居美景图。

做活地域文化“水”字文章 勾出乡村宜居美景图

提到桓台的产业发展，东
岳集团、汇丰石化、金诚石化、
博汇集团等都让人耳熟能详，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全面推进，在桓台县各种政策、
资金等的支持下，县域内一批
乡土特色产业乘势而上，蓬勃
兴起。

山东龙图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马踏湖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巩式草编”为基础，集
销售、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编制

类家居用品综合型企业。成立
以来，它一头链接出口需求，一
头链接湖区农村的群众，带动
当地村民就业。2021年7月，借
助直播行业发展风口，它拓展
了“非遗+电商”的发展模式，一
方面以直播形式向网民普及

“巩式草编”的非遗文化，另一
方面通过直播平台销售产品。

“目前，我们的蒲团、草编
收纳、草编茶桌等产品在网上
比较受欢迎，一场直播就能卖

掉近千件，各平台的营业额都
在稳步上升。扩大生产规模，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不少用工、
土地等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
能带动周边近1000名乡村妇女
在家就业。”山东龙图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巩玉霞说。

春分时节，桓台县新城镇
崔楼村的泓基农业专业合作社
大棚里瓜果飘香。周末，很多
市民驾车前来体验采摘的乐
趣。近年来，泓基农业专业合

作社不仅实现了农业发展的数
字化智慧化，更走出了一条集
采摘、研学、休闲、旅游等为一
体的新路子，并能吸纳周边190
余名村民就业。

刘长菊已经在泓基农业专
业合作社干了3年多，她说：“我
们和城市里的工人一样，是按
绩效考核，现在我每个月的工
资能拿到4000元左右，这可比
种地轻快多了。”

而在马踏湖区，因为马踏

湖国家湿地公园的需要而设立
的公益岗位、促进开发的民宿
和农家乐等也在吸纳着周边村
民就业。

依托地域特色产业优势，
助力其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农民当上“新工人”，生活获得
感稳步提升。创新乡土产业

“花”样发展，桓台正厚积薄发
描绘着一幅让农民努力鼓足钱
袋子的乡村就业和谐图。

创新乡土产业“花”样发展 描出乡村就业和谐图

营造文化学习“优”质氛围 染出乡村发展和美图

环境宜居让生活更加美
好，就业增收让日子更有希望，
在此基础上如何让农民过得更
有质量，桓台县在丰富农民文
娱生活方面不断深入谋划、加
大投入。

建设农家书屋，让其成为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主阵
地。桓台县根据每村特色制定
了不同农家书屋布置主题，每
年定期投入资金对部分图书进
行更新，号召社会力量为其争

取捐赠，规范化管理，深入推广
电子阅读，丰富活动内容，举行
多样化主题阅读……农民学知
识、长见识有了首选好去处。

在唐山镇演马村，村民张
秀巧正在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协
助下通过手机扫描海报二维码
获取电子书。“家里的土地流转
出去了，没有了春耕秋收的忙
碌，就想多看点书多学些知识。
村里建起农家书屋，书很全，既
不用自己出去买书，还能有个

看书的好环境，舒心又方便。”
张秀巧对本村农家书屋的建设
很是满意。

送戏下乡也是桓台县在丰
富农民精神文化方面一直坚持
的一项举措。从之前的一村一
年一场戏到增加一场文艺辅导
培训，桓台县送戏下乡的内涵
已经从“送”文化延伸到了“种”
文化。在看戏、培训、学习的基
础上，有些村已经可以组织开
展各类自编自演的群众文化

活动。
2023年小年前夜，果里镇

前埠村举行了本村的“村晚”，
歌曲独唱、乐器独奏、吕剧演
唱、舞蹈表演，至今都让村民记
忆犹新，“表演前几天，就看到
好多乡亲们凑在一起排练，大
家在休息间隙说说笑笑，当时
就已经有了要过年的感觉。演
出当晚，各个节目都精彩带劲，
今年过年的年味和村里文化传
播学习的氛围都特别浓。”前埠

村村民张玉敏说。
想农民之所想，满农民之

所需，根据社会发展结合本地
实际，农村的精神文化发展质
量逐步提高。营造文化学习

“优”质氛围，桓台县正强劲有
力渲染着一幅农民精神富足积
极向上的乡村发展和美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黄文姣

文农旅融合发展
绘就乡村振兴桓台好“丰”景

春日，撑一小船荡漾碧波之上，在马踏湖畔感受“北国江南”的水秀清韵，漫步知鱼廊逗鱼赏景，在红莲湖公园尽享“水秀桓台”的诗情
画意，美丽幸福河湖彰显着桓台乡村的独有魅力。

妇女巧手赚得“外快”，农民当上“新工人”，“非遗+电商”玩出新花样，农业合作社引领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在桓台，特色乡土产业正
成为促就业、稳增收的新方式。

新农村，新气象。闲暇时间去农家书屋看看书，到文化广场听听戏，组织一场自导自演的文娱活动，桓台的农村生活安逸有趣。
瞄定“3510”发展目标，实现“强富美优”城市愿景，桓台县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推进“产城共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

农民富裕富足，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今，桓台县正以文农旅融合发展新方式，绘就着乡村振兴桓台好“丰”景。

扫描“大众日
报”客户端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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