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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花沟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盘活农业“共富棋”花沟内外果蔬香
棚里，青红相间的西红柿长势可人；棚

外，芳香扑鼻的百合花田浪漫宜人；走进恒
温恒湿的出菇室，除了一股清凉沁润心脾，
蹿劲生长的猴头菇、平菇等各类菌种也映入
眼帘……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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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走
进花沟镇。

抱团帮扶，共同致富，党建融合，惠及民
生。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共富公司”“共富
产业联盟”“党建融合发展区”，依托原有农
业产业优势，摸索探寻乡村振兴新路径，花
沟镇的一盘共富“农业棋”，让这个盛夏蔬果
飘香。

先手：解决技术产量问题 赢得农业发展主动

花沟镇是传统农业镇，以种
植小麦、玉米为主，同时，特色农
业也是花沟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花沟，大棚种植随处可见，目
前，全镇共建有冬暖式大棚1600
多座，春秋棚1700多座，总面积
达1万多亩。而在这个数字规模
扩大的背后，是花沟镇积极主动
的问题解决态度与多年特色农
业发展的经验积累。

西瓜、西红柿、西葫芦、菠
菜、甜瓜、辣椒……花沟镇大棚
种植的蔬果品类比较齐全，但由

于种植方式比较分散，单产不
高，因此成了制约产品规模化的
问题。但是，花沟镇并没有将目
光拘泥于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发
展方面，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市场
消费方式的变化，结合当地实际
因地制宜，发展小而精的农业。

“有句话叫做‘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我们要做农业里面的

‘麻雀’。”花沟镇党委副书记刘
海超说。

想干一个事情，首先要有一
个主体，花沟镇成立镇级平台公

司，由山东青和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太公蔬院联合社共同成立
山东太公蔬院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对各村优势农产品进行整
合，开发出太公蔬院系列产品，
对其进行品牌化包装销售和运
营，以优质优价让农户与消费者
共同获益。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农业技术与科技的支撑，同时，
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
进农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打造
集智慧化、科技化等于一体的现

代化高效农业，不仅有着经济、
生态等多方面的效益，更能辐射
带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淄博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玉米芯为基础原料规模化、
工厂化生产食用菌，利用食用菌
为有机肥种植高品质特色蔬菜，
并在花沟镇政府的帮扶下引入
环境传感、生长监控等数字化大
数据系统，采用现代计算机、智
慧农药施肥机等农业物联网设
施打造智慧车间、智慧大棚，把
握了数字智慧农业前沿。

“经过近几年对菌菇生长条
件的摸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利
用科技智慧系统实现对猴头菇、
雪菇、银耳等一年四季的生产。
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将对这几
类菌菇进行批量生产，预计年底
将实现200万元左右的净利润收
入。”淄博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员王丙森说。

发展小而精的农业，打造现
代高效农业，首先着力解决发展
中遇到的基础与转型问题，花沟
镇取得了农业振兴发展的主动。

农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
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如何在这
个过程中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
化，花沟镇结合本地特色农业发
展的实际，探索出了“共富带动”
的花沟模式。

花东村通过“龙头企业+党
支部+合作社+社员”模式，探索
出了产业带动型、村企联合型、
土地入股型、合作经营型4种“共
富”示范园的方式。其中，产业
带动示范园的方式，是花东村依
托淄博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龙头企业优势，打造“一村一工
厂，一户一车间”的食用菌生产
格局，村集体以30万元资金入
股，社员以资金、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入股，在保障高于市场价格
的前提下，合作社按照0.1元/斤
提取服务费用，社员人均可以增
收5000余元；村企联合示范园的
方式，是花东村整合了2020年中
央财政扶持资金500万元，集中
连片建设了31个食用菌种植大
棚，对周边10个村进行扶持带
动，大棚由淄博花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运营，并对被扶持村
合作社的农民进行食用菌生产
指导，10个被扶持村集体每年可
获得不低于4万元效益分红，以
实现“以大带小谋发展、以强扶
弱共转型”。

在镇级领域，山东太公蔬院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国有公司+
镇级平台公司+联合社+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共富产业发展模
式普惠了全镇农民。

在太公蔬院共富产业基地
产品展示厅内，一个个精美的包

装盒引人注意，虽然设计各式各
样，但仔细观看就会发现，上面
都统一标注了“太公蔬院”的商
标。“这是因为我们镇级‘共富公
司’统一了全镇合作社、联合社
农产品的包装，将它们都统一在
了‘太公蔬院’一个品牌之下，这
样能为这些子项目的产品提升
档次，借助品牌效应帮其拓宽市
场，并实现农民增收。”山东太公
蔬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垚说。

龙屋村就在太公蔬院共富

产业基地不远处，近年来，为破
解村集体发展难题，它依托镇域
共富公司，引进吊蔓西瓜、博洋
甜瓜等高品质果种，发展特色果
蔬种植并依托“太公蔬院”进行
统一销售，全村26户果蔬种植户
平均年增收达到了3万元以上，
同时，在共富产业园企业工作的
村民也实现了每月增收3000到
5000元。

瞄准共富带动模式进行农
业发展布局，花沟镇的农民们也
尝到了“花沟蔬果的香甜”。

布局：瞄准“共富带动”模式 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在耿家党建融合发展区，农
产品抖音直播室、人社服务站、
文体活动室等配备一应俱全，它
所辖的6个行政村18个自然村的
村民既可以来这里在“家门口”
进行政务处理，又能够享受到融
合抱团发展的红利。

今年以来，花沟镇以“党建
+”为理念，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管区一级由原来的行政管理
职能向便民服务、产业发展方向

转型，将一个个分散的个体握指
成拳、连片联治，着力打造乡村
振兴融合发展新格局，耿家党建
融合发展区便是其中一个案例
缩影，依托“四化四融合”的工作
体系，逐步推动农村组织、产业、
服务、治理方面走向融合，激发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区域化发展经济，推动产业
融合，耿家党建融合发展区走出
了一条“一村一品、资源互补”

“互联网+网红直播带货”的区
域闭环新路子。以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为抓手，三利村发展西瓜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徐耿村发
展农资供应和农产品直播带货，
花西村发展品牌经营和采摘游，
其他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耿家党建融合发展区内的6个行
政村形成了紧密链接的利益共
同体，打造全链条西瓜产业
集群。

“我主要负责直播结合短视
频带货这一块，产品就是三利村
的沙瓤西瓜。每晚在固定时间
段开播，一场直播下来观看人数
能超万人，有时候再结合一个短
视频进行销售，一次性卖光几亩
地的西瓜是没有问题的。”花沟
镇徐耿村村民王爱芳是小有名
气的网红“不慌姐”，现在，她主
要负责几个村的西瓜直播带货，
在耿家党建融合发展区，有专门

为她配备的直播间，里面补光
灯、麦克风等直播装备一应
俱全。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
本保障，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动
力源泉，依托党建组织力量，充
分发挥各村所长，让农民看到发
展增收的希望，有了干劲，有了
信心，乡村振兴便有了内生
动力。

关键：创新党建融合发展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长远：规划开发文化遗址 摸索探寻文旅致富

乡村风光秀丽，农业资源丰
富，“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陈庄西周遗址坐落于此。花
沟镇的文旅资源甚为丰富，如何
利用好这些特有资源吸引更多
游客的到来，逐步拓展文农旅融
合发展的致富路？花沟镇瞄定
了“文化+研学”“非遗+网红”

“田园+采摘”等文旅发展新
模式。

以研学游撬动乡村旅游，陈
庄遗址博物馆是淄博市科普教
育基地、淄博市中小学研学旅行
基地，去年接待游客3万余人，接
下来，花沟镇将以此为突破口，
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与周边地区
学校进行洽谈，组织吸引更多学
生前来研学；抓住陈庄西周遗址
二次挖掘的契机，花沟镇将择期
举办早齐文化论坛，深度挖掘文

化内涵，并积极探寻遗址的“网
红流量”，融入当地非遗元素，制
作姜太公周边文创产品，让更多
游客领略文化与非遗的魅力；以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
花沟镇还将积极探索，力争打造
以早齐文化为主题的“姜太公小
镇”，真正让早齐文化“看得见、
摸得到、品得出”；依托当地特有
的农业资源优势，花沟镇还打造

以吊蔓西瓜、甜瓜、西红柿、草莓
为主的四季全年采摘园，以“田
园+采摘”的方式丰富镇域文旅
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游玩
选择。

“届时，我们将打造出一个
‘食’在花沟、‘饮’在花沟、‘住’
在花沟、‘购’在花沟的文农旅融
合发展花沟模式。”花沟镇党委
委员、组织委员李向宾表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黄文姣 通讯员 王克
军 张玉栋 曲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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