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A10 □2023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金秋十月，山东省日照市
岚山区巨峰镇西赵家庄村到处
生机勃勃，金黄的稻穗迎风摇
曳，稻田与茶园相映成趣。秋
茶上市的季节里，200亩的茶
乡稻场迎来丰收。

同一时期的日照市东港
区：内陆，各大蓝莓园将文旅产
业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每到
周末节假日成批的消费者前来
采摘游玩；沿海，各大渔业园迎
来收获季，人欢鱼跃声中浓浓
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幕幕景象是日照市近
年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
缩影。“十四五”期间，日照市委、
市政府按照融合、集成的基本思
路，整合各类资源要素，集中投
入、稳打稳扎，以片区化的理念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绘就了种
植、渔产共兴旺的新图景。

茶产当先
拓宽乡村发展渠道

西赵家庄村是日照市知名
的“南茶北引第一村”，茶产业
已助力当地一批批村民走上发
家致富的康庄大道。西赵家庄
村也因此成功入选2023年《山
东省乡村生态振兴典型案例
（第一批）》。

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
熟的种植技术，西赵家庄村逐
渐稳定了茶产基础。如何立足
当下进一步开拓新市场、新渠
道？西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希林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答
案是以“茶”赋能，推动“茶产
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据悉，岚山区今年启动的
“‘茶乡凤鸣’衔接乡村振兴集
中推进区项目”就位于西赵家
庄村。搭上了乡村振兴的东
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该片
区茶主题乐园项目、茶乐园民
俗、茶乡稻场等景点成为“打卡
胜地”，吸引不少省内游客到此
体验农耕文化、学习茶学知识。
村民们也由此托起“生态碗”、端
牢“香茶杯”，品上“旅游饭”。

在茶旅融合基础上，西赵
家庄村还与市龙头企业山东日
照碧波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碧波茶业）深度合作。碧波
茶业流转村茶园120亩，打造
日照绿茶核心种植区，村集体
每年增收6万元。同时，茶农
以合作社为媒介与碧波茶业开
展茶园托管业务，免费获得有
机肥、农药等配料和种植技术

指导，实现村民得利、村集体增
收、企业发展的多赢目标。

同样位于岚山区的高兴镇
白云村，人口仅1024人。但就
这么一座小村庄，却是远近闻
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当地老
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邻近
村镇就连孩子聊到白云村都会
唱上两句“山山水水飘茶香，家
家户户采茶忙，一派繁荣好景
象，热火朝天喜洋洋……”

在占地3000亩的白云村
土地上，茶园面积达到850亩。
当记者问到当地茶产业发展为
何这么强时，有村民总结说：

“主要在于生态环境好、政策扶
持力度强、茶农敢想更敢拼。”

展开来说，一些差异化发
展的创新举动很关键，如“乡村
振兴合伙人”模式。作为“乡村
振兴合伙人”中的佼佼者，山东
鑫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白云
村为中心托管片区茶园2300
亩，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方式开展管理。每到收成
季，农户将采摘的茶叶以高于
市场10%—15%的价格卖给公
司。今年，白云村集体收入预
计可达到85万元，将显著超过
往年收入。

村庄变了模样，荣誉逐年
加身。白云村先后获得省级文
明村、省级卫生村、省级美丽乡
村等称号。去年，又创建了山
东省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示
范村。

观一隅而知全局。在实现
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岚山区对
标“千万工程”，开展“百村示
范、片区引领、生态提升”行动，
扎实推进乡村经济建设。

果业立标
唱响区域特色品牌

树立“日照蓝莓”地理标志
品牌是近年日照东港区产业助
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为了
实现传统蓝莓产业全域布局、
高层次发展，东港区大力扶持
和鼓励当地蓝莓龙头企业搞创
新，带动一批蓝莓产业链上的
中小企业同发展、共进退。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该区现
代农业科创中心了解到，各种
功能的培育空间内配备了可移
动式苗床系统、轨道自走式喷
灌系统、自动控温系统等先进
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年育苗能
力可达到80万株，且成果品相

好、口感佳。
日照农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农发集团）凭借人
才、信息、资金优势，现已成为
当地蓝莓产业链上的一只“领
头羊”。

农发集团蓝莓项目负责人
孙开江介绍具体做法时说：“我
们立足本地土壤、区位、交通等
优势条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建成集良种组培、技术推广、产
品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培育基
地。”目前，农发集团共种植蓝
莓690亩20.2万株，由此向外
辐射，全区共发展蓝莓种植2.8
万亩，年可实现产值4亿多元，
带动农民增收5000余万元。

为了引进科技人才培优蓝
莓产业，农发集团通过“政校
企”模式，与吉林农大等20多
家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
加快蓝莓新品种、新技术的研
发，集中力量攻克蓝莓“卡脖
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引育
培育绿宝石、珠宝等十多个蓝
莓品种，口感好、养分足，每亩
收益达2万元。同时，制定蓝
莓生产管理地方标准，健全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搭建物联网
信息管理和指挥平台，服务整
个蓝莓产业链条发展。

“以文美旅、以旅促农”的
品质效益融合发展之路，是东
港区唱响区域特色品牌的另一
举措。长期以来，东港区各部
门与企业紧密联动，大打生态
牌、绿色牌，依托日照水库、蓝
莓采摘、禹海蓝莓湾、蔡庄古
村落、1971研学实践基地等优
势资源串点连线，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连续11年
承办“日照蓝莓文化旅游节”，
打造蓝莓采摘生态休闲路线，
实现从一产效益向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之路的转变。而依
托文旅产业基础衍生的蓝莓
研发、销售、加工的研学、游学
等业态，有效助力蓝莓产业集
群枝繁叶茂。

科技兴海
推动渔业实现蝶变

种植业助力乡村振兴外，
在渔业资源丰富的东港区，“科
技兴海”则是当地海洋渔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谈到东港区通过哪些科技
手段兴海时，东港区海洋发展局
局长赵伟介绍，东港区内海水养
殖面积6100公顷，养殖户1200

余户，虽然整体体量大，但如果
不进行转型升级，仍然依赖传统
的池塘化、拱棚化的养殖模式，
很难摆脱“看天吃饭”的围囿，更
难以提高养殖质效。

如何升级？靠科技。赵伟
表示，正在推广的全流程智能
化管理模式，将有效破解水温、
水质波动问题，减少养殖致病因
素。同时正在推进的“南鱼北
育、南鱼北养”种苗工程，一方面
引入了价值更高的珍惜鱼种，另
一方面防止了鱼种退化造成的
抗病力和产量降低现象。

素有江北“鱼米之乡”的涛
雒镇是一个渔业大镇，渔业产
值连年达20亿元以上。作为
东港区加快推动海洋渔业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点项目之一，禹
海红旗现代渔业产业园便落户
于此。

禹海红旗现代渔业产业园
负责人赵奎峰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说：“与传统水产
养殖模式不同，我们采用了工
厂化循环水海水鱼养殖技术。
该技术所使用的海水经多层系

统过滤，能去除其中有害物质，
实现海水再利用。养鱼无需换
水，既节约了海水使用成本，又
避免了污水排放导致的周边水
体污染。同时引入的自动化管
理系统，让产业园内养殖全流
程智能化。”

设施上的更新换代不仅改
变了养殖流程，也带动养殖对
象的更新升级。因为实现了对
水温水质的实时把控，只需经
过计算机调控，便能模拟出大
部分鱼类生长所需的水体环
境。南鱼北养、珍稀鱼种人工
繁育及养殖规模化成为可能。

从过去的靠天吃饭，到现
如今向科技发展要质量、要效
益，延长产业链，打造新业态，
东港区海洋渔业正持续进行一
场绿色高质量蝶变。去年，东
港区水产品总产量9.33万吨，
渔业总产值34.62亿元，连续数
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全区渔
业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前不
久，东港区获评“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产
业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 全亚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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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日照市山东省日照市：：

山东省日照市茶乡稻场。

上图为山东省日照市海洋水产资源增殖有限公司养

殖的成品膨腹海马，公司每年能产出1吨左右成品海马，

均销往安徽、河北等地的国药公司，年产值可达800万

元。下图为该公司养殖的膨腹海马苗种，2-3个月后，能长

到6-7厘米，即可上市销售。膨腹海马苗种均销往山东日

照、莱州及福建的海马养殖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