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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十年来，度假区坚定不移加大民生财政投入，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社会发展更有“厚度”。
十年来，度假区毫不动摇保民生、保发展，以经济发展成果厚积物质基础、厚植民生福祉，人民生活更有“温度”。
十年来，度假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健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发展更有“高度”。
十年来，度假区牢牢抓住作风建设“牛鼻子”，深入推进“清单革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民生工程更有“力度”。
度假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民生工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化作惠民利民的具体实践。一件件民生实事随着广大干部职工的付出与汗水而落地生根，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四通八达的路网、整洁雅致的街景、秀美亮丽的环境、便捷舒适的公共设施……一幅天蓝、水清、地绿的美好画卷
正在度假区徐徐展开。

① 太平新村大棚内的羊肚菌。
■ 岳殿举

② 在聊城市鑫事通机械有限
公司，员工正操作机床。■ 刘德策

③ 科信冷链物流公司。
■ 刘德策

④ 望岳湖波光粼粼，美不胜
收。 （资料图）

■ 岳殿举

南湖湿地公园荷叶田田，望岳湖烟波浩渺，徒骇
河畔绿草如茵……夏季，度假区到处是美不胜收的风
光，勾勒出一幅幅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美丽画卷。

文化为魂，水系为脉，旅游为道，产业为本。近
年来，度假区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区位条件，大力
实施“文旅强区、科教兴区、生态立区、城景一体”发
展战略，构建了“一核一廊两带三区”的发展布局，充
分挖掘运河文化，整合湖泊、温泉、农业产业、乡村民
俗等资源，全力打造融古迹观赏、文化体验、乡村休
闲、温泉康疗、新型农业、体育运动、时尚游乐等于一
体的城区南部全域旅游区。

度假区坚持把文旅产业作为全区主导产业来
抓，突出龙头带动，拉动产业升级，文化旅游产业呈
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目前，辖区有姜堤乐园、
南湖公园、聊城动物园等3家3A级旅游景区，姜堤村
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刘
道之村被评为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山东省景区
化村庄，太平新村被评为山东省景区化村庄。随着
水域面积4800余亩的望岳湖建成，民生壹号广场、万
枫酒店、希尔顿花园酒店的落地投产，融媒体创业产
业园、方鼎深蓝文创产业园等一批文旅项目加快推
进，度假区旅游产品不断丰富，景区景点数量、年游
客接待量、年旅游收入都实现了大幅增长。

走进南湖湿地公园，诗意无处不在。这处以荷花
为特色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由百花园、百果园、精品
荷塘、亲水游乐园、滑雪场等功能区组成，生态保护、
自然景观、科普教育、休闲旅游在这里完美地融为一
体，形成了“春赏花、夏观荷、秋摘果、冬滑雪”为主题
的节庆活动品牌。截至目前，南湖湿地公园已成功
举办了15届“中国江北水城（聊城）荷花文化艺术节”
和5届“南湖滑雪欢乐季”活动，一年一度的“南湖滑
雪欢乐季”成为聊城市极具代表性的冬季旅游项目。

身在望岳湖，如在画中游。波光粼粼的湖水与
天空缓行的云朵交织成一幅美妙画卷。望岳湖的建
设，对打造以湖泊森林度假、文化休闲、健康养生、都
市娱乐为主题的省级旅游度假区发挥了核心作用。

除了望岳湖，在度假区文旅核心区内，以徒骇河
为核心，方圆两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凤凰苑植物园、运
河样板段、四河头自然风景区、姜堤乐园、聊城动物
园等。亲子游、自驾游、康养游……每逢节假日，各
景点景区热度持续升温，八方游人纷至沓来，影响力
辐射至济南、邯郸等周边城市。

度假区聚力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围绕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战略机遇，全面梳理、挖掘、整合黄河、
运河文化资源，完善省级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增加
游乐、住宿、餐饮、文创产品供给，丰富休闲度假产品
业态，提升度假产品品质。强化全媒体宣传、互动化
传播，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两大战略机遇，以高端营销活动为载体，开
展“两河之约”“黄河大集”“我家门前有条河”“二十
四节气”系列文旅活动，举办露营节、樱花节、金蝉
节、泼水节、冰雪节等节庆活动；以望岳湖为载体，在
其周边布局森林公园、游客集散中心、商业综合体等
项目，培养“旅游+体育”业态，建设湖边休闲绿道、船
靠码头、训练基地等基础配套设施，开展龙舟、皮划
艇、赛艇等水上运动，组织环湖马拉松、自行车等赛
事活动。

“近年来，度假区把旅游业发展摆上显著位置，
持续推进旅游业一体化、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优化
布局、呈现亮点、打造特色，突出抓好旅游品牌创建、
行业管理、旅游宣传等重点环节，优化旅游产业发展
布局，加快旅游资源全域整合、产品全域优化、市场全
域营销，着力构建特色旅游产品体系，叫响‘江北水城
会客厅，两河明珠公园城’品牌。”度假区文旅局副局
长程辉说。

文旅融合奏新曲
且以诗情话远方
——度假区发展全域旅游走笔

■ 刘德策

“我和爱人都在厂里上
班，每月大约有 1 万元收

入。在家门口上班，能照看孩
子和老人，也不耽误农活，我很

满足。”7月3日，在度假区李海务街道
河洼村的聊城市鑫事通机械有限公
司门外，工人孟庆宇满脸笑容地说。

近年来，李海务街道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乡村振
兴，涌现出了河洼村等以自身实践积
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的优秀典型。

河洼村因地制宜，不断培植壮大
优势产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
振兴。“我以前在国营机械厂上班，企
业改革后，又在朋友的机械厂打工，
多年从事这个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技术。2006年，在度假区管委会、
李海务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我注册
成立了聊城市鑫事通机械有限公司。”
河洼村党支部书记安长玉侃侃而谈。

作为一名“老机械人”，对于公司
主打产品、安全生产、产品销路，安长
玉有着清晰的规划。目前，公司已成
为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4000余万
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工业加工企
业已达6家，年总产值达1.1亿元，有
力促进了全村劳动力就业及村民经
济收入的提高。“村里有产业，年轻人
就有了打拼的奔头，把年轻人留下
来，乡村振兴才有希望。”安长玉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度假
区始终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当成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河洼村
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第一抓手”和“红色引擎”，选好用
好领头雁，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2021年村“两委”换届后，河洼村
党支部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
整理窑坑窑厂等村集体闲散土地 80
余亩。通过招商引资与科信冷链物
流公司合作，采用入股的方式，参与
建设冷链物流项目，每年可增加村集
体收入30余万元。

该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销售收入 1.2 亿元，税收 1000 万元
以上，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带动村
民通过种植、养殖人均增收 1000 余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 100 万
元。“现在，我们主要从事冷链运输，
第二期厂房正在建设中，今后，原材
料生产、加工等业务都会涉及。”科信
冷链物流公司总经理杨敦法说。

走进河洼村，街道两旁的墙壁上
宣传着党的好政策、彰显着群众的好
生活。河洼村作为 2021 年度省级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被重点打造，如
今，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完
善、产业特色明显、生态环境优美、社
会安定和谐，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
数不断提高。

村民生活好了，对精神文化有了更
高的追求。河洼村夯实阵地、强化队
伍，积极推进村级文明实践站标准化
建设，组建志愿者支队，全力打造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大力开展文化惠民
活动，组建广场舞表演队、锣鼓表演队
等文艺表演队伍，多次参加市、区比赛
并获奖，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强党建 抓产业 美乡村
——李海务街道积极推进乡村振兴见闻

■ 岳殿举

7 月，走进度假区于集镇太平新
村，眼前的景象让人赏心悦目：一排
排二层民居整齐划一，一株株石楠、

月季、海棠错落有致，成方连片的杨
树林环绕村庄，独具特色的林下

露营基地，让人流连忘返。
“过去，俺村是有名的

‘沙窝窝’，土地沙化，种
啥啥不长。”说起几十

年前的太平新村，
70岁的村民周

庆喜记忆犹
新。

太平新村两侧是沉沙池，土地沙
化贫瘠，村民生活环境差、收入低。

2010年，聊城市出台滩区迁建和
新农村建设政策，太平新村整村搬
迁，并实施以整村规划推进防沙治
沙，将拆旧地块建设成为田成方、路
成网，具有排灌、防洪功能的高标准
农业园区。十多年来，太平新村种植
的杨树面积达到1500亩，占全村耕地
面积的70%，既增强了防沙固沙效果，
又促进了村民增收。

2019 年 9 月，在郑州召开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这让太平新村
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021 年，响应聊城市委、市政府
“归雁兴聊”人才引进工程号召，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周润秋

返回家乡，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
新一代太平新村人的“领头

雁”。
“我们不能守着‘金
饭碗’没饭吃。”看着

成方连片的杨树
林，周润秋和村

党支部一班
人决定，利

用 杨 树
林 这 个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资 源 优 势 ，发

展林下经济，把原
来的防沙林变成村

民赚钱的致富林。
说干就干，当年，周润

秋就带领村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在
杨树林里建起一座大棚，试种羊肚
菌。一年后，太平新村的羊肚菌棚增
加到60多座。

“羊肚菌是低温型菌类，将羊肚
菌大棚建在杨树林里，既能保证羊肚
菌正常出菌，又充分利用了林下空
间。”周润秋说，羊肚菌种植起来省心
省力，而且经济效益良好。

面对杨树林这个经济富矿，周润
秋没有满足于种植羊肚菌的成功，她
进一步拓宽思路、创新模式，推出了“三
位一体”种植养殖模式，即地下养金
蝉，地表种耐阴蔬菜，地上种食用菌，
努力实现林业资源价值利用最大化。

“通过发展林下立体经济，太平
新村林地亩产从原来的 1000 元提高
到4万元，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强村
的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之路。”村委委
员郞电辉自豪地说。

依托千亩杨树林，打造环村绿化
体系；建设林下露营地，打造特色生
态旅游基地；改造村南鱼塘为垂钓基
地，建设民宿客栈，打造垂钓、观光、住
宿一体的旅游特色实体；开发沉沙池
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沉沙池研学游基
地……两年来，周润秋带领太平新村
人，因地制宜，深入挖掘村庄特色资
源，发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文化休
闲、健康养生等业态，全力打造宜游、
宜赏、宜养的特色村。

“未来，我们将把太平新村打造
成集红色文化、黄河文化和原生态乡
村旅居于一体的特色乡村，实现村集
体和村民共同富裕目标，探索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经验。”周润秋信心十足。

从“沙窝窝”到“金窝窝”
——探访于集镇太平新村之变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度
假
区
﹃
三
提
三
敢
﹄
促
实
干

建
区
十
年
再
启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