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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样板的常家答卷
“集中”里的
“多点”开花

从宏观概念上
来看，常家镇衔接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立足于“统筹”
和“融合”。推进区含三合店、许
管、说约李、蓑衣樊等9个行政
村、20个自然村，户籍人口1.178
万人。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为黄金窗口，以实现

“农文旅”融合发展为目标；立足
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五个方面，
统筹城乡生产、生态、生活布局，
大力实施“黄河润镇、产业兴镇、
旅游强镇”战略，全力打造以科
技农业、生态农业、红色教育、黄
河文化、田园旅居、民俗民宿体
验为特色的衔接乡村振兴集中
推进区。

也就说，集中推进区将产业
与产业、产业与人、管理和发展
串珠成链、化零为整，为区域内
的农文旅发展真正规划了一张
协同作战的地图。

围绕五大振兴，推进区共设
计项目21个，其中重点项目9个，
包括了高标准建设“稻虾、藕虾”
数字立体种养基地、刘春村休闲
驿站、9个行政村20个自然村开
展“五化”工程等。其中“立体种
养”是常家镇近年来重点打造的
产业项目。像在大李党建融合
发展区的藕虾共养池区域，夏日
能看到半面稻田半面荷的盛景，
木栈道自稻田与荷塘中间穿行
而过，既能赏荷花、看白鹭，也能
感受乡村农事；秋日里天高气
爽，仍是一派入目葱茏的田园
好景。

在这里，立体种养的方式相
对于传统种植每亩可增收3000至
5000元。目前，常家镇的藕虾基
地优质白莲藕亩产可达2500至
3000斤，小龙虾亩产可达150斤
以上，亩均产值8000至12000元；
稻虾基地水稻亩产800斤，小龙虾
亩产130斤以上，亩均产值6000
至10000元，通过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带动村集体增收明显。

特色养殖方面，常家镇目前
完成了1000亩林下草药、林下松
茸、黄秋葵种植基地，70亩黑牛
养殖基地等9个重点项目建设，
试点探索梅花鹿、清江鱼、金银
花、富硒西瓜、羊肚菌特色种养
殖，各类农产品“百花齐放”，销
售渠道不断拓宽，知名度、美誉
度、影响力持续提升。

“单兵作战”的胜利，带动的
是全产业链的舒筋活血，特色种

养推动周边村庄农家乐、民宿、
农产品采摘的发展，带动了村民
就业，为生态观光旅游、农民增
产增收提供了广阔空间。“双节”
假期期间，作为高青的“文旅重
镇”，常家镇共接待游客将近15
万人次，慢城生态休闲观光游、
安澜湾黄河风情游、黄河楼博物
馆游等路线，都是高青招揽八方
游客的金字招牌。

位于推进区内的大芦湖农
庄，就在双节期间，迎来了今年
游客的小高峰。负责人刘树海
介绍，农庄每天接待游客3000人
以上，民宿的满房率也达到70%
以上。除了本地居民，来自于周
边地市，如济南、潍坊、滨州的游
客也不少，以亲子游居多，游客
们最感兴趣的就是立足于本地
特色的钓虾、钓螃蟹等体验。

在“露营”热和常家镇打造
露营地的背景下，大芦湖农庄也
紧跟形势，打造起了露营地，“我
们希望给游客带来更多的体验
感和参与感，露营地占地40亩，
计划建设20多顶帐篷，并配套一
系列的烧烤、音乐会等活动和节
目。”刘树海说。

目前，推进区内正在实施大
毛路维修项目，计划打造推进区
精品线路，力争将5.3千米的大毛
路打造成高青县又一条精品旅
游路。并通过修建环湖路，使得
天鹅湖藕虾数字立体种养基地
交通更为便利，吸引游客观光游
览，引领乡村生态振兴。

除了文农旅，推进区内大力
开展“雁归乡兴”行动，与山东理

工大学合作成立全县首个乡村
振兴学院——— 星火学院，打造天
鹅湖田园综合体数字农业科普
基地，吸引100余名优秀人才回
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聚人
才。讲好黄河故事，围绕讲好

“黄河故事”建设了黄河楼博物
馆，成为黄河文化研学、传承、保
护的重要平台；以黄河文化旅游
季、黄河大集、黑牛节、那达慕音
乐节等节庆活动为载体，做到

“月月有活动、季季都精彩”，为
镇域发展提供文化内核支撑。

“融合”中的“共富”样板

10月12日，大李党建融合发
展区中的天鹅湖村新收完了水
稻，这也是村里的首次水稻丰
收，预计亩产800斤左右。

天鹅湖村是高青比较典型
的位于盐碱涝洼地的村庄，传统
的农作物产量和收入都比较低，
村集体的经济是“老大难”。
2019年旧村改造搬迁后，对旧村
的土地进行了复垦，按照衔接乡
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规划，设计
成了适合立体种植的水塘。光
藕虾养殖一项，让天鹅湖村集体
收入去年突破了10万余元，今年
水稻喜获收成后，“稻虾养殖”也
将加入为村集体增收的生力军
队伍中。

推进区内的一项重要建设
内容，就是推动融合善治，推行

“四化四融合”工作体系，建设党
建融合发展区。让各党支部抱
团发展，发挥“1+1＞2”的作用。

今年4月，大李党建融合发展区
试点建设，5月实体化运行。

从行政位置上来说，常家镇
大李党建融合发展区位于全省
首批“两山”理论实践基地、省级
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全市
基层党建示范片区“三区”交汇
的核心地带。辖3个行政村，13
个自然村，服务群众1197户、
4237人，党员177名，所辖行政村
先后荣获第三批乡村振兴“十百
千”示范创建村、市级文明村、全
市脱贫攻坚突出贡献集体、省级
乡土产业名品村等荣誉称号，产
业特色鲜明、民风淳朴文明、组
织保障有力。在这样的基础之
上，大李管区先行试点，从而建
设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的51个
党建融合发展区，探索共建共治
共享共富新路径。

“四化四融合”的模式，包括
了党委实体化运行，推动组织融
合。设立融合发展区党委，下设
共富公司、青年人才、金融赋能3
个服务型党支部和大李家、艾李
湖、天鹅湖3个行政村党支部，搭
建区域联动的党群综合服务“地
标性阵地”。区域化发展经济，
推动产业融合。围绕“支部建在
产业链上”，3家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培育出黄河大米、白莲藕、小
龙虾、金银花、黄秋葵等7种特色
名优产品，探索“农光互补”立体
生态产业，棚顶光伏发电、棚内
种植羊肚菌，天鹅湖村获评全市
首批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示范
社，艾李湖村获评为省绿色能源
发展标杆村。通过统筹资金、土
地、信息、人才等资源，“共富公
司”统一包装销售和直播带货，
大李家村集体收入超30万元，艾
李湖村超50万元，天鹅湖村突破
100万元。

另外还包括了集成化下沉
资源，推动服务融合；系统化运
行网格，推动治理融合等内容，
力求在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全力打造共同
富裕“常家样板”。

从诗画风光，到“共富工
坊”；从产业振兴，到个体致富，
常家镇正向着黄河下游腹地之

“黄河名镇”的目标前行，链条式
发展稻虾、藕虾立体种养等特色
高效农业，“拼图式”形成了产业
发展优势，“菜单式”为群众提供
了致富项目，积极融入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力争将常家镇衔接乡
村振兴集中推进区打造成全省
的样板典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黄文姣 通讯
员 王克军 朱笑

湿地，黄河
岸，风情水乡。高
青县常家镇的秋
日构图，依然是大
河安澜，青未了，
田园。

送走了9月热
闹的“高青黑牛
节”“黄河万里情
那达慕音乐节”
等，10月“双节”期
间，常家镇迎来了
一波游客潮，交出
了游客近15万人
次的亮眼数据。

常家镇，不寻
常。从省级层面
来讲，就揽获了包
括“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休闲农业
示范镇、精品文旅
名镇，第三批乡村
振兴“十百千”工
程示范镇等。种
种荣誉为常家镇
农文旅的发展拉
满期待值的同时，
又给出了向外突
破的考题。

在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常家
镇是如何放大自
己的原真性优势，
以避雷美丽乡村
建设中“千村一
面”的情况，以及
探索推进村民共
富的呢？正在进
行的常家镇衔接
乡村振兴集中推
进区建设，正在给
出部分答案。

露营地将成为常家文旅新热点。

黄河楼下活动不断，人气很旺。

游客在天鹅湖国际慢城乘游船赏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