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

作为平度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一极，大
泽山素有“鲁东名山”之美誉，是平度打造山
水田园休闲旅游胜地的重要支撑，也是胶东
地区短途游的绝佳选择。而葡萄，则是大泽
山上最闪亮的明珠。

大泽山葡萄始种于汉代，栽培历史延续
了 2100多年，被唐太宗赐名为“狮子眼”，出
产的优质葡萄被命名为“中华名果”，是“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全国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 50强”产品，“大泽山葡萄”商标被确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目前，大泽山镇葡萄
种植面积约3.5万多亩，拥有葡萄品种300余
个，年产葡萄 5 万余吨，葡萄产值 8 亿元，大
泽山葡萄区域品牌价值已达 36.83 亿元，铸
就了“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这一享誉全
国的葡萄名牌。

1987年，平度市将本地独有的民间传统
节日“财神会”更名为“葡萄节”，“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奏响“大泽山葡萄”品牌打造的
序曲。从此，“大泽山葡萄节”成为一张“请
柬”，邀请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又像一张地
域名片，让五湖四海的人记住了大泽山；更
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百姓致富增收的大
门。时至今日，“大泽山葡萄节”作为青岛乃
至全国举办历史最为悠久的葡萄节庆活动，
已经成为平度与国内外朋友相互交流、增进
友谊、共谋发展的纽带和桥梁。从“养在深
山人不识”到“大泽山葡萄美名传”，38年来，
节庆的内涵愈加丰富，葡萄产业越做越强。

山水大泽，文旅赋能

“白露到，吃葡萄”。白露时节的葡萄最
香甜，因此，第 38届中国大泽山葡萄节开幕
式时间定为 9 月 7 日白露这天，主会场位于

平度市大泽山镇淄阳湖南岸“印象大泽”
文化广场，自是日起持续至 10 月下

旬。相较于往年，本届葡萄节将有三
个方面新变化——

聚集产业，主题将更加突出。
本届葡萄节延续“中国大泽山葡
萄节”品牌定位，确定“山水大
泽，葡写振兴”的节庆主题，在充
分彰显大泽山葡萄“品质、绿色、
健康”的同时，以葡萄搭建乡村
振兴舞台，谱写“产业兴旺、文旅
融合”崭新篇章。开幕式前，相

关人员将拍摄《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熟了葡萄”》创意微短剧，

以大泽山葡萄为背景，借葡萄的种
植到成熟讲述大泽山的特色产业和

乡村风貌。开幕式上，设置齐鲁云采直
播间开展现场直播，同时邀请青岛及平度

当地有影响力的网红，通过实地探访葡萄
园、参与葡萄节活动等方式，拍摄短视频或
进行探访、带货直播，带动话题热度。

为民办节，反响将更加热烈。深入贯彻
为民办节的理念，全面突出群众参与感，开
幕式当天下午，将组织葡萄花车秀和乡村音
乐会两场活动，围绕大泽山葡萄的特色和文
化，通过创意十足的花车设计、精彩的巡游
表演（包括扭秧歌、踩高跷等），充分展示葡
萄丰收场景，激发大泽山全镇人民积极参与
葡萄节的热情。在后续的每周主题活动中，
大泽山镇相关村庄将组织村晚活动，老百姓
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展现大泽
山人民昂扬的精神面貌，以“接地气”的群众
好戏释放乡村文旅“烟火气”。

文化赋能，内涵将更加丰富。以大泽山
葡萄为灵感设计“葡葡”与“萄萄”吉祥物，展
现大泽山葡萄的独特魅力及所蕴含的自然
之味与地域风情。同时，采用创新的“葡萄
宫格”设计葡萄文创礼盒，精选最高品质的、
最具代表性的大泽山葡萄品种如玫瑰香、泽
山一号、巨峰、金手指等，以及新培育的特色
品种如卓越天宝、玉波二号、超抗巨早红，以
艺术化的方式排列组合形成高档礼盒。开
幕式上，还将组织非遗展及创意市集及城市
交流长桌宴，丰富文化产品供给。葡萄节期
间每周均有主题活动，包括环山自行车体验
赛、“大泽欢歌 葡园村晚”村晚文艺晚会、红
色大泽·诗歌朗诵秀等，保障“周周有活动，
村村有好戏”，为广大市民及游客奉上高质
量的文化产品“大餐”。

“三产”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

大泽山镇把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点，自 2022年以来，总投资
3.4 亿元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印象大泽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构建起“蓝心中踞、绿屏环
抱，三区引领、多点联动”乡村振兴总体布
局，开展新质葡萄示范区、万亩葡园观光区、
山水原乡体验区“三区”建设。时下，印象大
泽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以葡萄、文旅为特色主
导产业，已形成了知名度较高、竞争力较强
的产业集群。

强化葡萄品质提升，提升产业综合竞争
力。为进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全链
条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大泽山镇加大与中
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山东农业大学以及山东
省鲜食葡萄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
规划建设占地600亩、总投资1.2亿元的大泽
山葡萄产业领创谷，建设“三中心”（即葡萄
研发中心、新品种创推中心、冷链仓储物流
中心）、“三基地”（即葡萄育苗示范基地、生
产技术推广基地、文化和研学基地），力争打
造世界领先、全国第一的鲜食葡萄产业园
区。在品牌运营方面，授权青岛果乡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管控品牌，为大泽山葡萄“量身
定制”生产标准和商品化标准，坚持实行“四
个统一”原则，即“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
营销、统一服务”，从全产业链视角规划管控
葡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环节，确保区
域品牌框架下的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在
人才引领方面，紧盯葡萄产业市场需求和科
技前沿，在昌云军、韩玉波、王丰武等葡萄种
植专家的带领下，建立“技术人才超市”，依
托“党员联户”，创新推行“技术党员包户”，
形成“葡萄研究院+庄户学院+人才超市”的
独特产业技术体系。

推动产销储融合发展，强化产业纵向衔
接。为进一步推动葡萄产销储融合发展，大

泽山镇坚持链式推进，持续打造功能全、韧
性强、质量稳、效率高的供应链，实现了产、
销、储“全面升级”。在做好葡萄初深加工
上，为走出葡萄酒原料供应的下游地位，依
靠地理标志品牌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应，大泽
山将市场需求传导到生产、加工、销售各环
节，大力发展葡萄产业的新业态，发展一批
具有一定规模的葡萄酒研究所，先后开发了
冰葡萄酒、鲜葡萄汁、葡萄醋等系列新产
品。在做好物流仓储上，形成“冬棚葡萄+春
棚葡萄+露天葡萄+冷库葡萄”的全季节性
葡萄产业链，年均周转储存时令葡萄 7000
吨，拉长鲜食葡萄供应时间，年可增加收入
1800万元。利用“政府+合作社+企业”的合
作模式，与商超、电商平台、社区团购建立物
流销售专线，实行葡萄订单管理及购销，如
年均通过各电商平台销售葡萄 200余万斤，
让大泽山葡萄“枝头直抵舌头”。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激活资源增收成
效。“葡萄搭台、文旅唱戏”，大泽山镇以葡萄
为媒介，全力推进“农业+节庆+旅游”，通过
高质量举办登山节、葡萄节、丰收节，健步行
等节庆活动，每年吸引100多万游客，助力农
民旅游增收2.5亿元，大泽山镇荣获“山东省

精品文旅名镇”称号。依托好山好水，搞活
葡萄+生态旅游。借助五龙埠、天池岭、芝莱
山三大生态旅游风景区资源优势，加大高端
观光农业和生态旅游开发力度，通过风貌提
升、“两湖一河”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

“还湖于民”打造 5.5 公里环淄阳湖健身步
道，实施160个五星级葡萄采摘园规范提升、
片区内13个村庄基础设施及22公里路线沿
路风貌提升等项目，村庄基础设施和风貌不
断提升。依托历史文脉，搞活葡萄+文化旅
游。将葡萄品牌与岳石文化遗址、天柱山魏
碑等历史资源相结合，邀请青岛红色旅游协
会入驻大泽山镇，全面统筹大泽山镇农产
品、文化、旅游等各类优质资源，设计打造亲

子游、采摘游、登山游、研学游等多条精品旅
游路线，让游客在锻炼身体、品尝葡萄的同
时，感受大泽山镇传承上千年的历史文化。
依托土地改革，搞活葡萄+乡村旅游。聚焦
提升游客“留下来”居住体验，充分利用农村
宅基地“三权分置”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与山东省港口集团、平度农旅集团等国
有企业紧密合作，精心打造“泽山民宿”特色
旅游住宿集群，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村集体
收储老旧宅基地、成立强村共富公司、带动
村民积极参与等方式，打造集装箱民宿部落
项目、“古岳村居”民宿、“石头居·响山潘”民
宿、“相约农家”民宿四种民宿业态模式，可
同时接待游客 300多人，进一步带动乡村旅
游由“一日游”向“两日游、多日游”转化，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山水大泽，“葡”写振兴。走进大泽山，
一片片葡萄藤下，是产业兴旺、文旅融合的
硕果。未来，大泽山将继续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让特色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李秋琳 张 羽）

擦亮产业名片，“葡”写乡村振兴画卷
第38届中国大泽山葡萄节将于9月7日开幕

秋风送爽，葡萄飘香。第38届
中国大泽山葡萄节将于9月7日拉
开帷幕，笑迎八方宾客。

38年前，一串葡萄在大泽山下
唱响丰收的喜悦：38年间，这串葡
萄与时俱进，成长为享誉全国的著
名品牌；今天，“大泽山葡萄”历久弥
新、一路高歌，奋力“葡”写乡村振兴
新篇章。

■大泽山镇葡萄深加工产品。 徐振东 摄

■大泽山
文旅手绘地图。

■大泽山镇“金手指”葡萄获“中国最甜
葡萄状元奖”。

■印象大泽·集装箱部落项目航拍。
山东港口集团 供图

▲第37届大泽山葡萄节现场
人山人海。

▲

大泽山镇淄阳湖健身步道。

■大泽山镇万亩葡萄郁郁葱葱展丰收画卷。 王维卿 摄

■大泽山镇
印象大泽口袋
公园。
徐振东 摄

专版10 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