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11月15日讯 11 月 15 日，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将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
目前，全市建成美丽乡村700个，建成省
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74个。

完善基础设施

在平度崔家集镇前洼村街头走一走，
能深切感受到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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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学教学设施配
套齐全，社区服务中心办事便利，老人们
在日间照料中心安享服务……

村庄要想快发展，基础设施必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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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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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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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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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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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老人提供助餐送餐服务，还打
造了老人娱乐区，丰富了老年人文化生活，
促进乡风文明。

聚焦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提高
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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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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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光秀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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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到处散发着鱼腥味的
小渔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渔家民宿特色旅
游村。

村民陈立蓝带着记者在村内参观，他
指着一处“口袋公园”介绍：“这个地方原来
是垃圾场，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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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孙晶 通讯员
卢颖 摄影报道）

一个个“寿桃”饱满喜庆，五颜
六色的“雪糕”精致可爱，憨态可掬
的“醒狮”栩栩如生……11月17日
上午9点30分，“百年馒头香 醉享
王哥庄”2023青岛崂山王哥庄大馒
头文化节开幕式将在王哥庄街道二
月二生态农场举办，届时，既有颜值
又有品质的王哥庄大馒头将“百花
齐放”，欢迎岛城市民和来自五湖四
海的游客。活动中，王哥庄大馒头
的4个“首次创新”将惊艳亮相。

馒头制作有了“标准”

拥有500余年历史的王哥庄大
馒头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成为一
块屹立不倒的“金字招牌”？“专供面
粉+崂山水+手工揉+铁锅蒸+木柴
烧+传统工艺”的独特配方，加上勤

劳智慧的王哥庄人不断钻研创
新、精雕细琢，王哥庄大馒头的产

品种类不断丰富，外形花样和口感
品质“双在线”，自然备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王哥庄大馒头不断向专
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前行。今年，王哥
庄街道开展了《王哥庄大馒头团体标
准》编制工作，为产品品质设下“一把
尺”，还不定期对企业商家和面粉厂进
行抽检，让“品质为先”成为人们心中
的“一杆秤”。除此之外，王哥庄街道
还举办面食工艺培训班、王哥庄花样
馒头大赛，吸引更多手艺人加入到传
承王哥庄大馒头技艺的行列中。

4个“首次”惊艳亮相

对于很多人来说，趴在大锅边等
待白馒头蒸熟开锅的那一幕，是永远
难忘的童年记忆。2023青岛崂山王哥
庄大馒头文化节牢牢抓住人们心底的
那份眷恋与期许，推出了王哥庄大馒
头4个令人心潮澎湃的“首次创新”。

首次发挥“名人效应”为大馒头节
代言。王哥庄街道邀请香港著名影视
演员汤镇业先生担任王哥庄街道乡村
振兴公益大使。国宴大厨郭科将首次
发布国宴大厨联名馒头定制产品及创
意菜单，进一步助推王哥庄大馒头走
上年轻消费群体的餐桌。与此同时，

活动还邀请岛城知名自媒体和百万级
网红达人近60名，让网红成为王哥庄
的“好品推荐官”。

首次发布《王哥庄大馒头团体标
准》，大馒头的生产规范和质量将有

“统一标准”。现场还将设置“王哥庄·
山海礼”好品市集，首次进行王哥庄十
大有礼好品推介活动，以好品好物宣
传乡村振兴创业带头人。

首次发布“馒馒一家人”“馒馒喜
欢你”版权商标申报成果，让王哥庄大
馒头的官方IP有了“身份证”。

首次邀请市民游客“回村过大
年”。“我们还将邀请网红达人组团探
店王哥庄的10家精品民宿，推出秋冬
游王哥庄路线，围绕和美乡村以及馒
头、剪纸、百年大集、甜晒鱼等人文特
产开展‘回村过大年’系列宣传推介活
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明年农历二月
二。”王哥庄街道党工委宣传统战委员
郑磊先介绍。

用“大馒头”带动产业链

王哥庄大馒头积极发展“线上+
线下”产业链，截至今年10月底，全街
道生产大馒头 1.2 万吨，产值 1.08 亿
元。王哥庄街道大力发展电商，依托
乡村振兴数字平台成立电商直播总

部，启动电商孵化营，通过直播培训等
方式提升从业者电商营销技能，已让
70余家企业商家共享甜美果实。

在线下，王哥庄街道成立王哥庄
大馒头协会，实行“农户+协会”的模
式，已带动 3000 余名妇女就业，真正
实现了“以产业促繁荣”。目前，王哥
庄街道有 SC 企业 15 家，王哥庄大馒
头不仅进入了海信广场、佳世客等大
型商场超市，还敲开了国外市场的大
门，漂洋过海，带去深厚的传统文化，
让青岛品牌唱响世界。

将2023青岛崂山王哥庄大馒头文
化节作为又一个新起点，王哥庄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丽丽提
出了展望：“今年，王哥庄街道以办好
一个节，推动一个产业为目标，在节庆
宣传、特产推广、文创开发和非遗传承
等4个方面谋创新，围绕村村有好戏、
回村过大年整体策划，举办开幕式、

‘王哥庄·山海礼’好品推介、创意设计
大赛等活动，塑造王哥庄‘中国大馒头
之乡’的产业名片，让大馒头真正成为
乡村振兴的‘金饽饽’。”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张绪霞 招婷婷 赵子健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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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一起“馒”游王哥庄
崂山王哥庄大馒头文化节17日启幕 将有4个“首次创新”

700个美丽乡村“靓”出新生活
岛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整洁又漂亮。

花样造型的
王哥庄大馒头。

王哥庄大馒头文化节上将发布王哥庄大馒头文化节上将发布““馒馒一家人馒馒一家人”“”“馒馒喜欢你馒馒喜欢你””版权商标申报成果版权商标申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