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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常家镇：黄河保护和群众致富一个不能少
从巴颜喀拉山北麓奔腾万里的

黄河，在高青拐过了第九道湾——— 安
澜湾。在这里，从容、温驯的黄河水
滋养着常家镇风景如画的万顷湿地。

很难想象，若干年前的安澜湾周
围还是一片盐碱涝洼地，缺少植被保
护，沙土漫天，群众生活也是苦不堪
言，与如今满眼青绿、游人如织的景
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黄河要保护，生态要修复，群众
还要富，常家镇是如何做到“鱼”和

“熊掌”兼得的？

“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来
来来，‘杀’一把。”秋晨微凉，阳
光正好。一大早，常家镇蓑衣樊
村荷岸居农家院负责人司方华
便招呼邻居老大哥下象棋。

忙完国庆的游客接待，司方
华难得有了闲暇时光，“别看现
在村里搞旅游，游客越来越多，
这在十年前，本村的人都不想待
在这里。”司方华热情地说。

每当有游客前来留宿他的
农家院，司方华总会滔滔不绝地
介绍起十年里蓑衣樊村的变化，

“十年，我们村子可谓是大变
样。”司方华感慨道。

十年前，包括蓑衣樊村，常
家镇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
零，诸多村子沿黄而生，多次遭

黄河侵袭，产生大片盐碱沙地，
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
难拔。

为改变这种现状，2014年，
常家镇对黄河沉沙池形成的湿
地进行保护性开发，开展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治理，实施造林绿
化、工程固沙和盐碱地改造。

几年时间，常家镇5000余亩
盐碱沙地蝶变为生态湿地、良
田。由此，蓑衣樊村也迎来了华
丽转身的机会。

“我的第一个农家院于2017
年国庆节开张，当时村子紧邻的
温泉国际慢城正在进行生态开
发，看到有外地游客专程来观
光，我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
司方华向记者透露起自己的“秘

密”。
2017年，蓑衣樊村完成了从

一个黄河岸边的破落村子向美
丽生态乡村的蜕变，村民也开始
凭借旅游赚钱，吃上了“生态
饭”。于是，司方华也将家里的
房子改造成了农家院，自己当起
了老板。

村民“各自为战”终究是小
打小闹，尝到甜头的蓑衣樊村思
考着如何将这碗“生态饭”端得
更牢。

而“群众致富与集体增收相
统一，建立起经济利益共同体”
的思路，让蓑衣樊村豁然开朗。

因此，蓑衣樊村打破“村人
治村”模式，联合周边村子成立
蓑衣樊联村党委，筹建高青蓑衣

渔乡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积极
带动村民以资金、资产等多种形
式入股，第一批社员有34名村
民，每人以1万元资金入股，占股
49%。而村集体以村土地、池
塘、房屋等旅游基础设施以及国
家级旅游乡村品牌等资源入股，
占股51%。依托水乡资源优势，
蓑衣樊村投资近20万元建设游
船码头1处，购置9条游船，大力
发展乡村观光旅游。

“由于来村里旅游的游客越
来越多，我就在2019年开了第二
个农家院。”司方华告诉记者，客
满是两个农家院的常态，每年都
为他带来十几万元收入。

目前，蓑衣樊村共发展了58
家星级农家乐，农家乐年均收入

达到25万元，民宿年均收入达到
2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2016年0.8万元到如今已突破
3.5万元，2022年该村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50万元。

“2022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50.8万元，预计今年收入突破
100万元。”蓑衣樊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司国营粗略地算
了一下。

开辟出以稻田养蟹、特色种
植、休闲观光游、餐饮、民宿、特
色旅游体验活动等为主导的产
业发展格局，如今的蓑衣樊村，
湖塘星罗棋布，蒲苇满地，荷叶
连天，已成为常家镇乃至高青的
农文旅地标性景点和“网红打卡
地”。

盐碱沙地变“网红打卡地”

蓑衣樊村只是常家镇实现
黄河保护和群众致富的一个
缩影。

当下，正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常家镇，紧
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深入挖掘、
发挥黄河资源和特色优势，使得
镇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带上了浓
厚的黄河底色。

驱车奔驰在常家镇的黄河
岸堤上，满眼都是大片的生态防
护林。

这些“不可动摇”的防护林，
曾经是当地富民兴村的“紧箍
咒”。

既要保护黄河生态，还要让
群众致富增收，这让常家镇陷入
了两难境地。而林下经济的创
新出现，让常家镇如获至宝。

由此，常家镇创新发展林下

经济，使其成为行走在黄河大堤
上富民兴村的新助力，让黄河岸
边曾经的“林下闲地”变成了如
今的致富宝地，实现了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郑庙南村的大片林地上，
每两排林木之间有一条高高隆
起的田埂，这不禁让人疑问是做
什么的，而其上覆盖的草席更增
加了田埂的神秘。

原来，这是郑庙南村的菌菇
种植基地。

6个自然村“联村”而成的郑
庙南村紧邻黄河，因资源禀赋有
限，缺少致富项目，之前大片林
地都闲置着。

2020年，郑庙南村村委通过
外出学习考察，在村边近千亩林
地里引进10亩赤松茸。通过一
茬一茬种植，如今郑庙南村的赤
松茸亩产已经达到了4000多斤，

看着这种菌类经济作物种植有
了稳定收入，村里又利用其他林
地资源，开展了羊肚菌的试种。

“羊肚菌每斤可以卖到88块
钱左右，我们村林地很多，感觉
这个产业很适合我们村发展。”
回想起上半年第一次收获鲜嫩
光亮的羊肚菌，郑庙南村党兴农
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孙勇喜不
自胜。

为了顺利推进项目和增加
村集体收入，郑庙南村党总支于
2020年领办了合作社——— 高青
党兴农业专业合作社。每个自
然村项目基本在10亩左右，分成
10个股，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
以场地和库房入股，占1股，其余
9股由9个自然人持有，1年分红
1次。

“今年是我们发展林下经济
的第三年，在种植和销售赤松茸

方面也有了一些经验和心得，现
在又增加了羊肚菌，羊肚菌的用
工更少，附加值更高，亩产经济
效益更大，秋天已经扩大羊肚菌
的种植面积。”郑庙南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范乐说。

常家镇通过典型示范、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等方式，盘活镇域
内林地资源，打造以林下套种为
主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
一地多种。而在黄河淤背区美
湖村一带，常家镇种植的白术、
黄芪、知母、虎杖、黄芩等中药材
已初具规模。

在夏天黄河岸边的生态林
下，五颜六色的小花开满了林
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林下种植的都是中草药，
这种开小花的叫‘急性子’，茎和
花都可以入药。200亩的林下土
地种植的中草药都是订单农业，

管理粗放效益却可观，就拿白术
来说，一亩地的产值可以达到2
万多块钱。”春遥农业生产部经
理刘天荣向记者介绍，黄河沉积
的沙土特别适合种植中草药，既
能提高林地价值，还能给周围村
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目前，常家镇林下经济的总
面积已经达到了1300余亩，既提
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辐射带动
了村集体和村民致富增收。

“常家镇积极探索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新途径，充分利用本地
生态优势，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因地制宜带动发展林下经
济，林下生态养殖、林下草药等
蓬勃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双向利好，拓宽了群众的
增收门路，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保障。”常家镇党委副书记石超
介绍。

“林下闲地”成致富宝地

“联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走过黄河岸边，赏过湿地乡

村，尝过黄河美食，不难发现，无
论是蓑衣樊村的特色农文旅，还
是黄河岸边的林下经济，通过保
护、修复黄河生态实现富民兴村
的常家镇，处处都在发挥着“联
村党建”的重要作用。

随着去年全省首批、全市唯
一的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
进区项目落户高青县常家镇，今
年，常家镇继续深化“联村党建”
工作机制，转变原管区单一管理
职能，将各领域党组织动员起
来、各方资源要素整合起来，以
大李党建融合发展区作为全县
第一个试点，为全县探索、积累
经验。

大李党建融合发展区处于
全省首批“两山”基地核心区，也
是全市唯一的省级衔接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还是全市基层党
建示范片区“三区”交汇处，辖3
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

“目前已探索形成了‘党委
实体化运行，推动组织融合’‘区
域化发展经济，推动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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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化四融合’工作体
系。”常家镇大李党建融合发展
区党委专职副书记王荣盛说，大
李党建融合发展区于今年4月开
始试点建设，5月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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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成立“共富公司”，
打造3000亩藕虾立体种养基地，
1000亩金银花、黄秋葵试点种植
基地，开拓“企业+共富公司+合

作社+村民”模式；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27项便民服务事
项帮办代办；拓展“一网三联+”
应用场景……可以说，在擦亮做
大特色产业金字招牌，推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大李党建融合
发展区走出了一条专属化示范
道路。

正如我们所见，常家镇一直
在夯实组织基础，让党组织建在
产业上、党员先锋聚在产业上、
农村群众富在产业上，不断引领
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共同富裕

“常家样板”。
比如天鹅湖村，千亩荷塘结

出的莲藕鼓起了村民的“钱袋
子”，彻底改变了以往天鹅湖村
靠天吃饭的历史。

“天鹅湖村以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为抓手，大力培育特色产

业，打造千亩藕虾混养区和近
100亩黄秋葵种植区，形成了千
亩粮食作物种植区……”天鹅湖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新
乐介绍。

再比如，常家镇开展“共富
合伙人”行动，3个村在山东明航
梅花鹿生态养殖场内认养梅花
鹿，以进一步实现村集体年收入
增长。

“鹿产品价格连年上涨，市
场需求量大，而且养鹿的受益时
长可达13年。”山东明航梅花鹿
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曹福勇
介绍。

换句话说，在“联村党建”的
赋能之下，常家镇将黄河保护和
群众致富都攥在了手里。

路是对的就要走下去，对
此，常家镇党委书记刘延科表

示：“常家镇将紧抓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
机遇，继续探索‘党建引领，联村
共富’新模式，充分发挥特色农
业和大河水乡优势，加快文农旅
深度融合，助推镇域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在‘五区建设’中奋力
开创共同富裕、美丽安澜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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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看蓑衣樊村，屋舍俨然。 小菌菇，大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