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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芦湖街道办事处：

创新力开拓乡村振兴新路线
蓝天碧水间飞鸟翔集，地头大棚里绿意葱茏；荷叶下生长着“小龙虾经济”，麦田里沉淀着“农民的钱袋”，

社区里活跃着民情的温度——— 这就是生机盎然的6月，高青县芦湖街道办事处的生态美景和经济发展势头。
6月5日，“媒体看高青”走进镇(街）主题采访暨高质量发展镇街巡礼系列的第二站，来到了高青县芦湖街道办
事处，从传统农业到特色产业，从基层治理到民生项目，这里处处焕发着乡村振兴的活力。

在芦湖村内，一座崭新的商
贸综合体正在聚合打造，由高青
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芦湖街
道、澳森特有限公司和芦湖村共
同承办的“齐心共富”项目，也在
这里诞生和成长。其中，位于三
四楼的“服饰及外包装等手工工
坊”，即将成为芦湖村新的村级产
业增长点和就业岗位提供点。

记者看到，在窗明几净的工

坊内，几十台缝纫机已经到位，主
要生产的产品，是用于出口集装
箱内包装化学原材料的一次性吨
包。据芦湖街道党工委委员、组
织委员张帅介绍，6月4日，设备
的调试已经完毕，下一步就将对
员工进行岗前培训，6月中旬，工
坊将正式开工。

这个开在了芦湖村村民家门
口的工厂，将为芦湖及周边村内

35岁至65岁的劳动力，提供100
余个就业岗位，工人工资可达到
3500元至7000元/月，带动村集
体增收50万元以上。

不但如此，二楼即将建设产
品展销区及高品质电商直播商贸
办公区，对周边特色农产品，如清
水小龙虾、寨子西红柿等进行销
售，对“共富公司”进行集中宣传。

“齐心共富”，是群众、政府和

企业的齐心，在乡村里打造的“共
富”样本。项目联合多方资源力
量，按照“国有资本+私营企业+
村集体”的“共富公司”模式进行，
不但可以充分整合村集体资源，
明确资源产权，实现村内闲置空
间、劳动力等资源变现，还可以借
助国有资本投资，筑巢引凤，有力
吸引各种资本向乡村汇集。接入
市场资本，一方面减少了村级产

业的市场沟通成本、资源整合成
本及交易风险成本，有效解决私
营企业“用工难”问题，还可以进
一步强化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的利
益联结纽带，通过村社主体、闲散
劳动力回归、企业帮扶、村社互助
等多方参与共同促进乡村振兴。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乡村振兴的“共富”画卷，正在芦
湖街道徐徐展开。

“家门口的工厂”化解闲置劳动力问题

在高青，农村产业提质升级
和乡村振兴的最强动力之一，就
是“三变五合”，即农村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成
立经济、土地、旅游、劳务、置业五
大合作社，芦湖村就是全市率先
实施“三变五合”改革的村。

在芦湖街道，小龙虾产业的
发展，在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领
下，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
道路。

莲叶何田田，惊鸿照影过。
在接天莲叶的休闲观光园里，成
长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清水
小龙虾。工作人员下水拉起了

“地笼”，几十个小龙虾挥舞着双

钳，活蹦乱跳地上了岸。6月，清
水小龙虾逐步进入消费旺季，其
腮白、腹白、肉白，个头肥硕、肉质
鲜嫩的特点，再加上“龙虾十八
吃”的烹饪手艺，使其成为“吃货
圈”里不可错过的“消夏”美食。

园区共设有三大种养殖区
域，其中荷虾立体套养区可实现
莲藕亩产4000斤，清水小龙虾亩
产200—300斤；稻虾稻蟹立体种
养区可实现水稻亩产1200斤，小
龙虾亩产200斤、稻田蟹亩产300
斤。多种养殖模式提升了基地层
次感和立体感，实现了亩产效益
的提升。园区探索农旅产业融合
发展，建设“荷虾共生”清水小龙

虾休闲观光园，设立趣味捉鱼区、
稻田蟹垂钓区、赏荷区、儿童欢乐
谷、写生长廊等娱乐板块，依托投
资200万元的龙虾旗舰店，可提
供特色龙虾餐饮、龙虾休闲垂钓、
亲子研学旅游等服务项目。

目前，产业园区带动周边清
水小龙虾发展到6000余亩。

芦湖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卢南社告诉记者，清水小龙虾
旗舰店旺季时候每天小龙虾的消
耗量可达到200—300斤。目前
芦湖街道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清
水小龙虾节，围绕小龙虾打造“生
态养殖+餐饮美食+研学体验+品
牌合作”为一体的完备产业链条，

助力全县“五区建设”。
像小龙虾一样，本地的知名

品牌——— 寨子西红柿，也因为“三
变五合”找到了升级之路。

在高青县新村蔬菜农民专业
合作社里，总经理李新村告诉记
者，在正常西红柿10元/斤的市场
价下，寨子西红柿可以卖到每斤
20—30元，并且供不应求。一亩
六分大的棚内，西红柿和西瓜的
年毛收入，可以达到50万元，利
润也能达到40万元。在同类竞
品如此之多的市场上，寨子西红
柿可以做到“傲视群雄”，足见其
作为品牌产品的底气。

在寨子村，走出了一条由寨

子村党委领办，由合作社、社员、
村民、种植户（出资+技术）入股
的产业发展道路，像正在规划建
设的西红柿示范园，其中村集体
用现金、土地折合资金50万元入
股，占比30%，形成了村集体与群
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作为寨子村乃至全县第一个高标
准种植经营试点，可以保证全年
供应高品质的西红柿和各种叶类
蔬菜，直接给村集体和群众带来
丰厚经济效益，提升寨子西红柿
品牌的知名度，让本村种植户分
享品牌附加值、带来附加收入的
同时，也为发展壮大寨子西红柿
产业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三变五合”改革 打开农产品升级之门

社区里有了“大学”掌握社区“流量”密码

上午11点，芦湖社区的公益
课堂正在上课，满桌的“喜”字，是
当天的学习主题。

剪纸、瑜伽、太极……芦湖社
区成立了高青县第一所社区老年
大学，常态化开设瑜伽、太极等
12个班次的公益培训，每年受益
居民达到3000余人。把大学开
到了社区里，让老年人不出社区
也能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获得感
成色更足，也让他们的儿女能够
踏实安心地投入工作，这一波“流
量”密码，还有居民的幸福密码，
被社区“拿捏”住了。

“咱们的‘暖心水饺’志愿服

务项目具体实施就是每天敲一次
门、每周清洁一次卫生、每月理一
次发、每月包一次水饺。上门之
前我们会提前与老人取得联系，
询问老人是否在家，想吃什么馅
的水饺，社区志愿服务队会根据
老人的需求，派人前往市场进行
采购。这是为社区独居老人、孤
寡老人、弱势群体量身打造的爱
心项目，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水饺，
温暖慰藉每一个人孤独的心灵，
让大家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芦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孟凡美介
绍道。

芦湖社区是高青最大的城市

社区，辖10个居民小区，居民
6781户，沿街商铺342家，常住人
口1.5万人，流动人口0.7万人。
在“美伴心田·情润芦湖”社区党
建品牌的引领下，以党建为民、服
务暖民、治理悦民、文化润民、智
慧便民为五条主线，深入实施“网
格＋党建+N”的治理模式，把支
部建在网格，建立健全“社区党总
支—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
红色楼长—党员中心户”五级联
动体系，构建起24＋N的网格服
务体系和治理体系。充分整合辖
区“双报到、双服务”单位、社会组
织、离退休党员干部、社会工作者

等为民服务中坚力量，形成合力，
每年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60余项。除了成立老年
大学，还以网格为单位成立24支
志愿服务队，打造12个为民服务
项目，每年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600余次，为居民代办
各类政务服务事项1800余件，为
年满60周岁以上老人代办买米
买面充煤气卡等“订单式”服务
2200余次，切实增强了社区居民
的幸福感、归属感、获得感。

求新，求变，是发展不变的主
题，芦湖街道的产业融合、创新，
民生的提质升级，都在挖掘着其

地域发展的新功能新价值，让居
民分享着产业和民生“增值”的福
利，成为芦湖街道撬动“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金杠
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晓宁 通讯员 王克军
姜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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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岸”
的清水小龙虾。

“三转四分”模式破解“两缺两无”难题

这个季节的耇士孙村，正是
一片金黄的景象，在正待收获的
麦田里，耇士孙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孙浦强告诉记者：“咱们
进行土地托管已经两年多了，去
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目前合作
社的‘账房’已经有40多万了，完
全改变了以前村集体没有一点收
入的状况。去年村民每亩地连保
底带分红达到了1400元。”

“三转”即“三次转包”，就是
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合作
社再托管给企业、企业又雇用农
户管理的模式。针对农户个人流

转没保障的现状，村党支部领办
成立阖盛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由合作社流转农户土地。农户与
持有村集体“背书”的合作社签流
转协议，顾虑少、易接受。合作社
以整合起来的土地为依托，借助
省供销社土地托管项目，把流转
的土地交由山东鲁供青苑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全方位托管。托管
后，鲁供公司对土地进行整理，连
片大规模经营，从播种、施肥、打
药到收割、销售，统一管理操作。
据估算，每亩地比农户自己耕种
成本减少100元左右。而每100

亩土地，鲁供公司需要一名日常
管理网格员，协助开展巡查、发现
风险隐患、浇地排涝等工作。村
党支部与鲁供公司达成协议，推
荐本村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担任
网格员，在公司就业，每名网格员
可从每亩土地赚取10 0元的
报酬。

“四分”即“四次分红”，包括
了保底分红，合作社给群众每亩
地800元的土地流转金，远高于
小、散种粮户300—400元每亩的
流转金；补贴分红，合作社与鲁供
公司协商，把每亩137元的地力

补贴发放给农户；收入分红，鲁供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比例与合作社
进行利润分成，合作社再拿出部
分利润向入社农户分红，2022年
春节前，合作社召开分红大会，分
红15万余元，向首批入社村民兑
现承诺；劳务分红，村党支部领办
的阖盛土地股份合作社涵盖劳
务、机械服务等领域，通过向鲁供

公司输出劳务，务工村民每天能
够赚到80元的劳务费。

目前合作社共流转全村土地
1200余亩，涉及村民240户，占全
村总户数的64.7%。2022年实现
分红1400元/亩，为村集体增收
25余万元，带动周边7个行政村
土地托管3700余亩，真正实现抱
团取暖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