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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走路”的果里路径

2022年果里
镇实现税收22.39
亿元，财政收入
4.66亿元，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44.92
亿元，上榜“2023
镇域经济500强暨
西部50强”，以工
业立镇的桓台果
里，可谓是淄博市
镇域经济发展中
的“佼佼者”。但
当走进这个“工业
强镇”时映入眼帘
的除了座座工厂，
还有充满文艺气
息的宜居村落。
错落有致的干净
村居、五彩缤纷的
巨幅墙绘、村民聚
集在一起吹拉弹
唱，种种生活画风
似乎与“工业重
镇”的称号大有迳
庭。那为何出现
这种画面？因为
果里镇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两条
腿走路”，以工业
塑 形 ，以 文 化
铸魂。

文化兴则乡
村兴，文化强则农
民强，近年来，在
以工农经济发展
为群众生活提供
物质保障的同时，
果里镇还在不断
探索以文化振兴
为乡村振兴持续
赋能的新路径。

起始：文化创
意助力乡村

换新颜

村外，河道两旁杨柳依
依，完工不久的童趣步行道上幼
儿踱步咿呀学语；村内，道路整
洁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几位村
民闲适地下着象棋。漫步村中，
接连成片风格不一的巨幅墙绘
仿佛将人带入一个又一个景致。
抬头是蓝天白云，低头是阡陌田
园。与其他村落给人带来的感
觉不同，果里镇西店村，如诗如
画一般，到处充满着文艺气息。

一个仅有550人的普通小村
庄，在村容村貌的整体改造中创
新性融入众多文化符号。

区别于一般改造过程中普
遍应用的墙面通体粉刷、闲置统
一清理等方法，西店村以文化创
意助力村容村貌“换新颜”。在
这里，原本一处汛期积水、杂草
丛生的蓄水湾，通过光影幕布、
制雾设备、悬浮激光等技术加
持，将被改造成演绎文化主题光
影秀的“月梦湖”，为村民的夜生
活“解闷”；外皮脱落的民居墙
体，被统一改画上了3D立体墙
绘，融入田园美景、卡通形象、传
统风俗等，既增强了观赏，还能
科普学习。除此之外，西店村还
以吸引文化人才赋能乡村改造，
通过盘活闲置建设起了一处“民
俗文化交流中心”，并成功引进
当地文化名人工作室入驻，在村
内定期举办起了读书沙龙、音乐
表演、舞台演绎等文化项目。

“以前，西头进村的地方是
一块光秃秃的大空地，资源闲置
也比较难打理。为丰富村民的
精神生活，实现文化兴民，根据
规划，目前我们正在搭建百姓大
舞台，建成后它将成为村里的

‘文化地标’，承担文艺演出等服
务，为村民提供一个文化交流展
示的场所，推动村容村貌焕发文
明新气象。”西店村党支部书记
孙旭表示，文化赋能村容村貌改
造，不仅要注重其带来的客观环
境的改善，更要应用起其拉动整
体文明提升的效用。

“相比以前，现在我们村的
变化可不是一星半点，用翻天覆
地来形容都不为过。环境大变
样，我们走在路上就和到了画里
一样，氛围大变样，乡亲邻里间
关系更加和睦，没事一起看看表
演听听戏，还有机会和文化名人

接触学习，日子过得很是舒适自
在。”西店村村民孙长令对村里
这些年的变化很是满意。

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接下来，果里镇将从镇域
层面深入布局，推动文化惠民，
让更多下辖村实现村容村貌变
化“质”的提升。

深入：文化产业
拓宽乡村致富路

在工业实力强劲的果里镇，
众多村都有着深厚的工业产业
发展基础，它们以此为支柱，经
济收入较为丰厚。而与这些村
不同，西店村以农业为主，村集
体与大多村民的收入仅依靠种
植的基本农作物产出，盈收比较
薄弱。

那么，如何拓展西店村的收
入来源，让其拥有本村的经济支
柱？果里镇从文化富民出发，在
西店村创造性的打造起了“梦之
店”乡村振兴文旅综合体项目。
项目将投资2000万元，结合当
下流行的近郊乡村旅游需求，在
西店村布局建设具有乡村特色
的生活休闲区、互动游乐区、田
园体验区、非遗文化展示区等，
积极发展“吃、住、游、赏、购”一
体化的经营模式。去年7月份开
工，目前，该项目的大部分设施
建设仍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当中。
今年5月1日，民宿、餐饮在完成
部分建设改造的基础上，已开始
投入试运营。

根据前期规划，项目民宿、
餐饮涉及的建设用地均来自于
西店村闲置房产的再利用。村
集体通过长期租赁的形式，根据

房屋大小以及建设情况的不同，
向“赁主”村民每年支付5000—
8000元的租赁费，这不仅盘活了
村内的闲置资源，也将让部分村
民多一份额外收入来源。除此
之外，随着项目的试运营，村民
的受惠面还在不断扩大。

宋桂芳今年60岁，因为年龄
原因，赋闲在家没有收入，5月1
日，西店村民宿与餐饮项目开始
试运营后，她成功应聘。“以前在
家闲着也是闲着，现在每天给民
宿打扫打扫卫生或者去中央厨
房帮帮忙，一个月就能赚1800
元，这足够我和老伴吃饭用了。”
宋桂芳说。

“今年年底，‘梦之店’乡村
振兴文旅综合体项目将完成全
部设施建设，明年5月1日正式投
入运营，届时，‘吃、住、游、赏、
购’全面开放，不仅会带动村民
增收，也将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带
来可观效益。”孙旭表示。

区别于西店村以文化产业
拓宽致富路的创新设计，放眼全
镇，在今年，果里镇还将因地制
宜，投资3000余万元推动辖区内
徐斜等15个村打造成为以现代
农业数字化生产、农产品加工、
仓储物流、文化艺术交流等要素
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以产
业振兴带动文化、生态、人才振
兴，进而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实现
新突破。

长远：文化服务
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当下，土地流流转成为农村
发展的一种常态化趋势，它将农
民从“背朝黄土面朝天”的状态

中“解放”出来，让其生活方式发
生极大转变。因为有了大把时
间，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注重文
化提升，他们乐于以文化的多种
形式“消遣”时间，比如跟着手机
学学唱歌，和几位朋友聚在一起
打打拳，甚至品茶吟诗。那么，
如何在此基础上充分激活农民
群众的主体力量，让其为乡村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果里镇给出的答案是：建设文化
站，为农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

一个文化院子、几间活动房
子，果里镇文化站的建设为农民
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一个
固定的活动场所。在文化站建
设以前，西果里村的村民常兆永
经常和几个爱好太极拳的朋友
共同凑在一块打拳，他们的聚集
地要么选在村子的大空地，要么
就是田间地头里，因此练拳常常
受到天气影响，时间长短不
固定。

“现在建起文化站，有了活
动室，能同时容纳三四十个人一
起打拳，活动地点不用再找了，
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常兆永
说，“时间就固定在每周二下午，
大家还能提前做好安排，愿意参
与进来的人也更多了。”

除了文化场地的提供，文化
站内还设置了一周不重样的乡
村公益课程，书法、形体、合唱、
朗诵、广场舞……由镇上出资聘
请专业教师进行教学，不光能为
农民群众文化学习提供多种不
同选择，还可为其进行专业指
导，极大增强了农民群众文化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专业性的传授、系统性的
学习，给群众带来的不仅是兴趣
技能的掌握提升，更是一种自信
的展示，精神的富有。让专业的
人办专业的事，才能增加文化阵
地的黏性，为农村群众弘扬草根
文化、乡土文化之美提供基础保
障，才能让文化站这个服务阵地
变文化‘推给群众’为‘群众乐
享’，甚至是‘群众创造’。”果里
镇党委书记宋杰元表示。

建起文化站，不断完善相关
配套，升级深化“送”文化为“种”
文化内核，发挥农民群众的主观
意识，以文增志，以文兴智，果里
镇正以文化振兴为镇域乡村振
兴注入精神支撑与智力支持的
持久动能。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黄文姣 通讯员 耿
艳华

文化站的太极拳公益课程

西店村的3D立体墙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