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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时节，徜徉安丘“天路”，步步皆景。沿途起
伏的群山、错落有致的梯田、高耸的发电风车和掩映在
绿树中的小村庄……让人渐行渐醉。
  安丘“天路”是安丘市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
道路，先后投入20余亿元，全长130多公里，横跨官
庄、辉渠、石埠子、柘山、郚山五镇，贯穿留山、城顶
山、摘月山、五龙山、太平山等山脉。目前，“天路”
沿线已经建成3A级景区3处，2A级景区1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全国特色景
观旅游名镇2处、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1处、山东省旅游
强乡镇4处、山东省旅游特色村5处、省级景区化村庄4
个、潍坊市级景区村庄10个；国家级休闲观光牧场1
处、国家森林康养基地1处。
  近年来，安丘市致力于整合“天路”沿线文化旅游景
点，打造出一批独具特色、主题鲜明的南部山区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配套推出望海山居、小麦峪等农家乐，提升休
闲特色民宿、自驾露营等产品质量，形成乡村旅游集
群。2023年第一季度，安丘市接待游客120.51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3.02亿元，文旅产业强势复苏。

  “这是正宗‘黄蜜’樱桃，口感甘甜！”“现摘
‘红灯’先尝后买！”石埠子镇上株梧村果品市场里人
头攒动，拾拣、称重、封箱、装车……果农们各自忙碌
着。这是石埠子镇樱桃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每到樱桃
采摘旺季，周边各村庄的果农都会汇聚于此。
  穿行在安丘“天路”之上，起伏的山坡上，成片的
樱桃园里透着星星点点的红色、黄色。每个村庄道路
旁，都有卖樱桃的村民。别看地处山村，每隔一段路便
有快递揽收点。“每天都揽收大量快件，消费者即便身
处远方，也能够品尝到新鲜的石埠子樱桃。”一位快递
工作人员说。
  该镇柳河峪村原党支部书记马怀杰说，石埠子镇栽
培樱桃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清初。境内山峦起伏，西部
山泉资源丰富，东部有下株梧水库灌溉，水利条件优越，
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培育出了个大、色艳、味
美的樱桃。近年来，石埠子镇不断优选品种，科学管理，扩
大规模，当地樱桃的名号越叫越响，不仅畅销潍坊，而且
远销东营、淄博、济南、大连、沈阳等地。
  目前，石埠子镇樱桃产业已形成“早有大棚小樱
桃、中有普通樱桃、晚有大樱桃”的三大品系，种植面
积达到2000公顷，年创收4.5亿元。火红的樱桃真正点亮
了村民的“甜日子”。

□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元超 宋玉璐
 图/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巩建国（署名除外）

一条“天路”激活乡村文旅新动能

  辉渠镇是传统的农业镇街，辉渠小米是安丘的特
色农业产品。辉渠谷子种植历史悠久，到现在已有1100
年历史，辉渠镇有“鲁东南米仓”的美称。
  眼下，“天路”沿途错落有致的梯田里，成片的
谷子长势喜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梯田，属望海
山流域，是‘望海山’小米的主产区。”辉渠镇李家沟村
党支部书记李奎说，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十分
适宜谷物生长。梯田的沙壤土、黏壤土等土类，有机
质含量高，通气透水性良好，土层富含铁、磷、钙等
矿物质，赋予了小米丰富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
  辉渠小米多数种植在海拔330米到380米的梯田里。
这样的自然环境所产的小米粒小、米黄、性黏、味香，营
养丰富，因而辉渠小米有“代参汤”之美称。2012年，辉渠
小米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早在2009年，辉渠镇就成立了百泉春谷种植合作
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让小米的产量更高、销路更
广。现在辉渠全镇春谷种植基地1730多公顷，全年总产
量10400多吨，总收入8300多万元，辉渠小米已然成为
村民们手中的致富王牌。

“小米粒”挑起乡村振兴“大梁”

 
 5月22日至25日，潍

坊日报社“山海行”融媒体
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安丘。在这

里，蜿蜒曲折的“天路”与有着2000
多年历史的齐长城遗址共存，历史与
现代交汇碰撞。近年来，“天路”沿线
各镇结合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
源，走出了一条以旅助产、以产惠农
的乡村振兴新路，续写千年齐长城的
当代“芳华”，一幅“旅游兴”

带动“农业旺”的发展图景
正在“天路”沿线铺

展开来。

火红樱桃点亮幸福“甜日子”

  在柘山镇红薯种植基地，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移栽
黄金蜜薯苗，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大田里，安丘市
国栋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国栋正忙着为新栽植
的蜜薯浇水。高国栋从2015年开始种植蜜薯，目前合作
社已吸纳种植户302户。“整个合作社共种了5000多亩
蜜薯，按去年的行情，每亩纯收入达到4000多元。”高
国栋说。
  今年，国栋薯业蜜薯试验基地积极引进24个蜜薯新
品种，目前共有烟薯25、西瓜红等32个品种。此外，基
地建设了数字化分拣、恒温恒湿存储中心，扩建蜜薯贮
藏窖仓储容量5000余吨。高国栋表示，柘山属于山地丘陵
地区，土壤富含矿物质，土质疏松、排水性好，种出的蜜薯
软糯香甜，再加上合作社规模化、规范化种植，质量更
有保障，根本不愁销路。
  今年，柘山蜜薯种植面积已扩大到2260多公顷。该
镇充分发挥优势，从种苗培育扩繁、规模化种植、鲜食、
蜜薯深加工等各环节入手，不仅纵向延伸产业链，更横
向拓宽每一个环节，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优的精彩蝶
变，小蜜薯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蜜薯种出村民致富新希望

打打卡卡安安丘丘““天天路路””，，探探寻寻产产业业之之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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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丘丘““天天路路””辉辉渠渠镇镇段段和和梯梯田田完完美美融融合合，，成成为为当当地地著著名名风风景景。。

在柘山镇，农户在移植蜜薯苗。

石埠子镇上株梧村果品市场购销两旺。

辉渠小米（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