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青岛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紧扣农村基本
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一条主线”，环状推
开规划设计、环境提升、设施配套、服务
完善、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六个示范”，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向纵深推进，建
成美丽乡村700个，建成省级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174个。

完善基础设施让乡村更具潜力

“前洼沟，前洼沟，十年九不收，下
场大暴雨，吃顿蛤蟆肉。”刚刚在助老大
食堂吃过午饭的 87 岁村民王春三，坐
在板凳上，哼唱着这首歌谣，“看看俺们
村现在的样子，谁敢相信这唱的就是过
去的前洼咧！”

在平度崔家集镇前洼村街头走一
走，深切感受到生活、生产、生态“三美”
的有机融合，街巷整洁干净，庭院绿树
掩映，村内鸟语花香，小区别墅和老村
旧房各有风味，幼儿园、小学教学设施
配套齐全，社区服务中心办事便利，日
间照料中心老人们安享服务，每到夜晚
华灯初上，文化广场上更是人流如潮，
欢声笑语，一派欢乐祥和。

“我们瞄准道路、排水、电力这三项
‘老大难’，多方筹措70多万元，对村庄
6条街巷进行沥青罩油、水泥硬化和浆
砌排水沟。邀请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对
村庄自来水、污水和电力路网规划上
图、完善升级。”前洼村党支部书记鞠炳

锦介绍，经过多次全体村民大会讨论研
究，村庄出台了《建强前洼基础设施的
发展规划》，3 年时间完成了道路加宽
硬化、排水系统强化完善、自来水污水
改造、电网改造升级、农田灌溉水利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六项基础设施
工程，筑牢筑实前洼宜居乐业的基础。

基础设施便利化升级，为崔家集镇
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据崔家集
镇党委书记孙建宁介绍，依托完善的基
础设施，乡镇发展起西红柿特色产业，主
导的小西红柿产业，种植面积超 1.6万
亩，年销售收入近9亿元，是全国釜山88
单一品种规模最大的种植基地。全镇大
小西红柿设施栽培大棚总数超4500个，
种植面积超2万亩，实现年销售收入10.3
亿元，带动村民年增收超6亿元。

配套公共服务让乡村更加便利

在不断完善提升农村基本生活设
施的同时，青岛市还同步配套建设使农
村公平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

莱西市日庄镇是市级农村养老试
点镇，在6个新村分别配套建设了养老
服务站，不仅为各新村老人提供助餐送
餐服务，让每位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都
享受到青岛市老年人助餐优惠的红利，
还打造了老人娱乐区，丰富了老年人文
化生活。“近期村里放公益电影，吃了晚
饭我们聚在广场上看《建国大业》《长津
湖》等经典影片，大家对电影放映都很
喜欢，也都很满意。”日庄镇沟东新村村

民张维安说。
日庄镇副镇长刘晓菲介绍，经过两

年实践探索，全镇已构建形成“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相
结合”的镇域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
满足全镇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让每位
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的助老服务。

提升人居环境让乡村更有魅力

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王家台后网格
东临龙湾、南靠琅琊台景区，风光秀
丽。近年来，琅琊镇全面建设“花园式
村庄”，仅在王家台后网格就已经投资
6000余万元，建设龙湾步行街、游客服
务中心、龙湾公园、瞭望塔等服务设施，
新建口袋公园 9处、景观小品 15处，昔
日到处鱼腥味散发的小渔村蝶变为渔
家民宿特色旅游村。

村民陈立蓝带着记者在村内转一
转，指着一处“口袋公园”介绍，“这个地
方原来是垃圾场，如今却成了干净整洁
的小广场，还有各种健身器材和娱乐设

施，大人孩子都愿意来这里玩。”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崂山区沙子

口街道东麦窑村，村庄累计修整胡同700
余平方米，修建中心广场1000余平方米，
依山修建了600米环山观光道路。“我们
划分村庄环境网格，实行‘积分制’管理
制度，通过党员带头调动农民群众参与
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村庄环境时时
美。”村党支部书记李绍亮介绍，依托崂
山优异的自然禀赋，村庄走出一条山海
一体、农文旅结合的和美乡村发展之路。

今年，青岛市按照“清底子、建机
制、固长效”工作思路，突出村内、村外、
路域三个区域，聚焦31类具体问题，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大起底、大整治、大提
升”，现已打造“微空间”1.5 万处，整治
无序杆线 3 万处，持续提档升级村容村
貌“基础薄弱村”，全市农村人居环境品
质由干净、整洁向有序、美丽转变提升，
使生态环境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最亮
丽的底色。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高静文 通讯员 卢颖

本报11月16日讯 持续深化与黄
河流域城市在文旅、体育、教育等领域
的深层次合作，青岛在推动黄河流域人
文交流工作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效。16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发
布会的第三场，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教育局、市体育局、青岛科技大学、青岛
农业大学，共同围绕“保护传承黄河文
化 促进与沿黄城市人文交流”进行发
布介绍。

彰显底蕴特色
共谱黄河流域文旅新篇章

成立文化和旅游领域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突出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谋划，高
标准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保护传承黄河流域历史文化遗
产。认真落实全市“十四五”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重点任务，积极开展齐长城保护
利用工作，加快推进青岛老城区申遗
工作，确定了“20 世纪新城规划思想
下的亚洲宜居典范”的申遗主题。积
极参与共建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合作，举办“黄河大集”、非遗
购物节等重点节会 268 场次；在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推荐评定方面给予重

点支持，扶持一批带动性、示范性强
的黄河非遗项目传承人。

持续加强黄河流域艺术交流合
作。成功举办 2023 中国网络视听精
品创作峰会、青岛影视博览会，搭建
黄河流域城市影视文化交流平台。
组织指导文艺院团及艺术单位创作、
演出和展示黄河流域艺术作品，举办

“黄河·畅想”——2022 青岛市沿黄河
流域省市民歌云上歌会等。

着力打通黄河流域旅游合作通
道。高水平承办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邀请沿黄九省（区）参与，期间启
动“旅游中国美好生活——沿着黄河
遇见海”全球推广活动。策划推出了
一批适合不同客源市场的经典旅游线
路和深度游主题线路，依托“一部手机
游青岛”平台，开设黄河流域城市主题
板块，进一步丰富和推介黄河文化特
色旅游产品。

积极拓展东西协作人文交流新
渠道。组织开展“好客山东 如意甘
肃”双向游启动暨“十万山东人陇上
游”甘肃文旅推介活动。会同济南文
旅部门共同赴中国香港和中东、日韩
等主要客源地，开展文化交流与旅游
推介，举办中国（山东）·科威特文化
旅游年，全面弘扬黄河文化，开创“国
之交、民相亲、心相通、情相融”的人文
交流新渠道。

深化赛事交流
共引黄河流域体育新风尚

加强与黄河流域城市体育领域合
作，推动体育赛事联办、项目合作和人
才交流，培育区域性品牌体育赛事。

高水平打造黄河流域品牌赛事活
动。举办山东·沿黄九市高尔夫球青岛
公开赛、青岛马拉松、青岛国际帆船周·
青岛国际海洋节等一批重大体育赛事
和节庆活动，聚力塑造更具影响力的黄
河流域体育赛事品牌。成功举办“沿黄

‘骑’心行·共筑中国梦”沿黄九省区全
民健身骑行暨沿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观摩推介行活动，向沿黄九省区发起
了沿黄流域体育高质量发展倡议。

成立沿黄河流域省（区）城市体育
发展联盟。发布《青岛宣言》，各联盟成
员从体育协同发展、做强沿黄河流域省

（区）城市发展联盟、打造沿黄活力区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共谋黄河流域城
市间区域合作共赢之路。

做实教研一体
共促黄河流域教育新发展

聚焦推动教育办学、人才培养、科
研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与沿黄城
市、高校开展全领域、深层次交流合作，

形成两地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学科共
建的良好局面。

创新办学模式，建强黄河流域教育
链。青岛农业大学牵头筹建黄河中下游
地区齐鲁农耕历史博物馆，开设黄河特
色通识课程，编辑出版《黄河“二十四节
气”农耕文化》等教材，系统开展中华农
业文明与黄河农耕文化研究。开展东西
部“组团式”合作，全市247所中小学与甘
肃269所学校结对，派出校长、骨干教师
赴甘肃陇南、定西支教累计超过260人，
两地干部教师交流、学生研学日益密切。

坚持引育结合，建强黄河流域人才
链。发挥教育集群优势，引进四川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黄
河流域优质高教资源在青设立研究院，
助力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职教高
地建设，积极参与黄河流域产教联盟。
成功举办第 60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
会，50 多场学术会议和论坛吸引了沿
黄流域189所高校参加。

强化协同创新，建强黄河流域科研
链。支持引导在青高校参与黄河流域
生态治理和保护，推动中国海洋大学联
合 12 家沿黄流域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建设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低碳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东营胜利油田
等建设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研究院。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贾小飞）

保护传承黄河文化 促进城市人文交流
青岛与沿黄城市在文旅、体育、教育等领域深层次合作

基础设施更完备 公共服务更便利 人居环境更舒适

我市建成174个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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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村村有好戏村村有好戏

莱西市日庄镇万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莱西市日庄镇万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