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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老区新变化R

图①：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依汶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编草鞋。

杜昱葆摄（人民视觉）

图②：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九山薰衣草小镇风光。

原 霖摄（人民视觉）

图③：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李庄镇一家纺纱企业，工人在进行巡检。

房德华摄（影像中国）

图④：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招贤镇曲坊现代农业产业园全景。

张玉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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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感悟R

八百里沂蒙是片红色热土。革命战争

年代，百万沂蒙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

洒疆场。

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

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

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

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总书记强调，军民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

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沂蒙精神如何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百姓生活越来越红火，绿色理念深入

人心，产业格局不断优化……走进沂蒙革命

老区，欣赏好风光，见证新气象，这个问题的

答案愈发清晰。

日子新，百姓生活越
来越红火

驱车驶过朱村沭河大桥，来到山东省临

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这座依沭河而居

的村落，曾留下沂蒙人民踊跃支前、钢八连

抗击日伪军救百姓等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

村民王经臣一直担任朱村抗日战斗纪

念馆的义务讲解员，说起村子这几年的变

化，他如数家珍：“村子周边先后发展起了

柳编产业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但能在家

门口就业，腰包也越来越鼓。”

王经臣说的柳编，是用柳条编织而成

的 各 类 物 品 ，是 临 沭 很 多 农 民 的 看 家 本

领。 2021 年 5 月，临沭柳编被列入国务院

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这几年，临沭

县推动柳编产业转型升级，产品附加值不

断提高。

在 朱 村 附 近 的 欧 拉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公

司，来自西山前村的周成爱正干劲十足地

忙活着，只见细细的柳条经她之手，变魔

术般地搭成了框架，一圈圈地缠绕、交叉、

累积……不到一个小时，一个提篮就编成

了，不久后，它就会摆上欧美市场的货架。

欧拉公司总经理张志全说，公司如今

已形成从种植、设计、加工到销售的柳编

全 产 业 链 模 式 ，吸 纳 周 边 村 民 就 业 超 千

人。据了解，临沭县目前有柳编企业 390
余家，产品出口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

口额突破 22 亿元。

“这件提篮，能挣 10 元加工费。”周成

爱说着，双手依然不停，“干这活既不耽误

种庄稼，也方便照顾家庭，每个月能多挣

不少。”

不过，最让王经臣高兴的，还是朱村的

红色文化传承再上新台阶。2013年至今，沂

蒙支前馆、朱村村史档案馆、沂蒙民俗文化

展馆等 5 个场馆相继建成开放，朱村变身红

色旅游景区。

朱村党支部书记王济钦告诉记者，景

区建成投入运营以来，为本村提供保安保

洁、群众演员等岗位 160 多个，九成商户经

营者是本村及周边村民，村民人均年增收

3500 元。

在广袤的蒙山沂水间，群众生活越来越

红火的，远不止朱村一个。

风光美，绿色理念深
入人心

4 月，临沂市费县马庄镇核桃峪村的千

年流苏树如期绽放，白色流苏花挂满枝头，

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核桃峪村的流苏树，这几年在互联网上

成了网红。不过，在村民朱传海看来，景区

价值一直没有被充分发掘。“外地游客来村

里游玩，最多在农家乐吃个饭。此外，游客

大量增加，也对景区环境提出了挑战。”

费县生态资源开发运营公司的成立，

给村庄带来新契机。在费县，一棵树、一

块石、一片地、一幢房……碎片化的生态

资源只要“存”入其中，都可能转化为可计

价、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产品，交由市场

开发运营。

正因此，千年流苏树获得 230 万元“流

苏贷”，用于旅游区建设。核桃峪村党支部

书记吴强说，其中 100 万元入股沂蒙小调特

色食品有限公司，公司不仅为村庄提供种

植技术支持，还保底收购村里生产的核桃、

小米等农产品。余下的钱建设了葡萄园，

投 资 了 民 宿 ，改 变 了 村 庄 产 业 单 一 的 局

面。而朱传海也抓住机遇，流转闲置的山

岭地，建起了 20 多座集装箱式的民宿客房。

蒙阴县位于沂蒙山区腹地，山地丘陵占

总面积的 94%，工业项目较少。2019 年，临

沂市将蒙阴作为生态县单独考核，县里也对

各乡镇实行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指标的

差异化考核。

生态优势变成考核分数容易，但绿水青

山如何才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蒙阴县这

两年千方百计寻求盘活乡村的生态资源。

在桃墟镇安康村，当地通过开发“树上村庄”

旅游项目，让游客通过树上餐厅、树上民宿

体验“树上生活”。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沂蒙老区坚定

走绿色发展之路。近 3 年来，老区重点城市

临沂市共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249 家、关闭化

工企业 435家，压减生铁产能 120万吨、粗钢

产能 285万吨。

新旧动能转换间，高质量发展凸显。数

据显示，2021年临沂市生产总值达到 5465.5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34%，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改善 31.8%，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天蓝、地绿、水清渐成常态。

发展快，产业格局不
断优化

午夜时分，在临沂市兰山区，金兰物流

基地依然灯火通明，信息交易中心大屏幕上

实时滚动运输价格、货量、运营线路和订单

信息。室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依次驶

出园区，奔向全国各地。

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

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如今的

临沂物流，已经完成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流

通效率不断提高。山东兰田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王士岭介绍，2013 年的物流

信息中心常常人满为患，大家要挤在大厅

里查询信息，联系业务。如今司机们只要

动 动 手 指 ，就 能 在 手 机 上 查 询 和 处 理 信

息。据统计，临沂市兰山区的 23 个物流园

区共注册物流车辆 4.95 万辆，分布在以临

沂为首发站点的 2000 多条物流专线中，行

程遍及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

地处革命老区的临沂，已从曾经的“四

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发

展成为“商贸物流之都”，拥有北方地区最大

的物流基地。

物 流 业 迈 向 现 代 化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能。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

原本在临沂商城内经营劳保产品批发，后

来逐渐意识到，依托临沂发达的物流业，在

互联网上大有可为。如今的新明辉，建成

工业安全品行业垂直电商平台，为全国 3 万

余家终端用户和 12 万余家渠道客户提供优

质产品和高效便捷服务。自平台上线以

来，企业复合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40%，累计

交易额 200 亿元。

眼下，临沂的商贸和物流优势，正吸引不

少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据统计，临沂目前市

场主体已经突破 130万家、居山东第四位，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1100家，近年来新增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 14家、瞪羚企业 48家。

随着产业格局的优化，发展实力持续增

强。2011年，临沂市经济总量跨入全国城市

50强，2020年跻身全国地级市 20强，不断书

写着沂蒙老区新的荣光。

“我们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奋力在全国

革命老区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临沂市委

书记任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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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

庄村山村剧场，一曲《沂蒙山小调》拉开了

沉浸式情景剧《歌声里的红嫂》序幕，这是

《沂蒙四季·红嫂》最新剧目。

临沂作为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之

一，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激活红色文化

资源，传承红色基因，2021 年沂南县保护

性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依托山东省第二次

青年代表大会会议旧址、老房子、老院落，

再现当时生活场景，改造了 7 处沉浸式小

院，以“普通百姓，国家英雄”的沂蒙红嫂为

主线，挖掘红嫂感人故事，形成《妇救会》

《民兵连》《识字班》《跟着共产党走》等 7 部

剧目。

沂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成介绍，

截至目前，山村剧场已累计演出 10场、接待

观众 1万多人次，沉浸式小院演出累计接待

游客 820 余批次、6 万余人次。山东已向全

省推广红嫂故事沉浸式小院演出形式。

近年来，像沂南县一样，临沂已有不少

红色展馆、景区创新建设沉浸式体验场景，

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

为深入挖掘沂蒙红色文化，推动红色

文旅融合发展，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临沂还先后推出 500 余种旅游商品和

文创产品，规划红色精品旅游线路 30 多

条，革命场景体验、沉浸式小院演出等红色

旅 游 项 目 120 余 个 ，

年 接 待 游 客 4500 万

人次以上。

沂南县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

红色文化“活”起来
本报记者 王 沛

蜜薯产量翻一番！地处沂蒙革命老区

的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后魏家村，

村民说起如今的日子，个个喜笑颜开。

五莲县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山地丘

陵面积占比 86%，是典型的水土流失易发

区。为遏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生产力，近

年来五莲县实施造林绿化、水利水保、治山

改土三大工程，对全县 1.5万亩 25度以上陡

坡地全部进行还林还草，对 25 度以下的坡

耕地连片修建梯田和畦地，打坝修田、整沟

治地、恢复植被。目前，该县坡耕地有效治

理达 90%，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达 89.5%。

后魏家村属魏家

小流域治理区，村里

的土地修了排水沟和

耕作便道，并加筑护坡，建蓄水池，一系列举

措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蜜薯亩产最高翻

了一番多，每亩增收至少 1000元。”五莲县潮

河镇魏家蜜薯干合作社负责人王彦说，村民

种植的蜜薯大部分就地加工成蜜薯干销往

各地，合作社年销售额达 300万元。

五莲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桂亮说，现

在不少农业龙头企业在五莲县流转土地，

其中户部乡三关流域林果生态示范区等

30 个万亩片区、千亩基地，果树种植面积

达到 51 万亩，年产果品 1.12 亿公斤，果农

户均年收入 3 万元以上。

土地“肥”了，产量高了，果树面积扩

了，果农腰包鼓了，五莲县绿色发展正“跑”

起来。

五莲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达89.5%——

绿色发展“跑”起来
本报记者 王 沛

誓言“生命不息，拥军不止”，“沂

蒙新红嫂”朱呈镕 10 余年来带领团队

行程 50 多万公里、慰问部队 400 多次；

坚定“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山东省临

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团

团 长 徐 军 自 2018 年 以 来 组 织 开 展

3000 多次心理辅导活动，把温暖关爱

送到孩子心中……行走在沂蒙革命老

区，时常被这些故事打动。

沂蒙儿女为什么能以实际行动写

下感人至深的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

沂蒙精神的基因在传承、沂蒙精神的

血液在流淌。今天，沂蒙人民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将沂蒙精神发扬光大，绘

就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崭新画卷。

看乡村，《沂蒙山小调》创作地薛

庄镇白石屋村，过去交通闭塞，如今随

着改善交通条件、盘活红色资源，已发

展成旅游胜地，群众日子一天更比一

天好。看城市，临沂市 2021 年生产总

值达 5465.5 亿元，百万级市场主体、千

万级人口规模、万亿级商贸物流，实现

从“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

货不入”到市场名城、物流之都的转

变。从跟着共产党翻身得解放，到为

美好生活矢志奋斗，沂蒙人民继承优

良传统、传承红色精神，用自己的双手干出一番新天地。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朱呈镕和徐军说，听着红色故事

长大，心里早就种下了沂蒙精神的种子。沂蒙的党员干部说，

传承弘扬沂蒙精神，要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老区人

民生活得更幸福。沂蒙的老百姓说，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

要听党话、跟党走、好好干。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沂蒙精神是老区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让沂

蒙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老区人民斗志昂扬，老区发展未来

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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