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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玉芳
　　石碾、磨盘、老式门楼……街道两侧处处

风景、处处匠心；复原的马车棚、硕大的算盘
等，重现着当年孙家十里铺驿站文化的元素，可

以说是别具风味。近年来，安丘市新安街道孙十
里村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通过“文旅+”，让优
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回归并为乡村振兴提供源动
力，乡村旅游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业态。
　　孙十里村紧邻省道102线，历史上为古益安官
道，每逢会试时，东南各县的举人都要经此路前
往青州府。明清时，随着工商业的发达，此路成
为连接省内东西的重要贸易通道，历史上途经此
路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
　　近年来，该村以驿站文化为依托，打造驿站
元素为主题的复古商业街，建成民俗馆，收藏了

800余件年代久远的稀罕老物件，依托特色底蕴建
成了孙十里民俗小镇。在此基础上，又建成百姓
大舞台、跑马场、儿童游乐场等一批旅游服务设
施，引进特色小吃、民俗酒店、特色超市入驻，
让游客来了玩得好、住得好。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村里成立
了自己的歌舞队，每逢重大活动或者节假日，村
民相约大舞台载歌载舞，自编自导自演，歌唱新
农村、歌唱幸福新生活。
　　村里成立马术俱乐部，设立马术文化节，定
期举办马术巡游活动，游客可以在村里的跑马场
体验骑马、进行马术比赛，随时“高雅”一回。
村里还开通村级旅游路线，配备观光马车，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体验。夏天的夜晚，村里
会举办民俗文化节，吸引城里的市民和十里八村

的乡亲们齐聚一堂，喝啤酒、吃
烧烤、看节目、品小吃，乡村旅游如
火如荼。
　　为开拓增收门路，持续增加群众和村集
体收入，村里针对多数年轻人都在城里或附近
企业打工、家中土地无暇打理这一实际，及时从
村民手中流转百余亩土地，计划种植市场前景好
的“烟农15”小麦，由村党支部牵头，村干部带
领村里的闲散劳力管理耕种，既解决了粮食安全
问题，实现了土地增收，又增加了村里部分闲散
劳力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孙十里村党支部书记孙大鹏还带头建起“书
记助农直播间”，搭乘直播带货快车，为本村以
及周围村庄的农产品代言，扩大乡村的特色农产
品销售，增收效果显著。

安丘市新安街道孙十里村：

“文旅+”助力乡村“加速跑”

昌邑市奎聚街道黄辛村：

山楂压枝头 映红致富路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窦浩智
　　金秋时节，位于昌邑市奎聚街

道的万亩山楂园进入熟果期，果农笑
颜守望着秋日的果实，期盼着即将到来

的采收季。
　　10月11日下午，记者走进奎聚街道黄辛

村一处山楂园，园主人正在查看着山楂的长势

情况。山楂树上，红透了的山楂果串串紧凑、造型
齐整，一粒粒饱满盈香，一串串硕果压枝，疏密有
致地挂满枝头，一幅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我家有25亩山楂园，计划从霜降前后开始采
摘，今年已有客商来洽谈收购事宜，1斤的价格大约
在3元。”在村民刘伟波的山楂园里，他的妻子一边
忙着查看果树情况，一边给记者介绍着今年的市场
行情。
　　黄辛村的特色农业种植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
代，从大梨开始，几经产业结构调整，历时数十年
发展，在自己村3000亩山楂种植基础上，带动周边村
形成了万亩山楂产业园。

　　“目前我们村
里95%的

家庭发展起了山楂
种植，种植品种经历了多次
升级换代，目前以大金星为
主，今年正处于盛果期，平均亩
产量达到6000斤以上，今年的收购价
格要好于往年，山楂种植为村民带来
了良好的收益。”黄辛村党支部书记杨
新华告诉记者。
　　杨新华介绍，黄辛村还将在山楂种植
基础上，大力发展山楂深加工等第三产业，
目前育苗基地和加工厂已具雏形，通过进一步
完善产业链条，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在成方连片的山楂园中，最近悄然建成了一
处田园共富工坊，记者10月11日来到这里时，工人师
傅正在加紧施工，不日即可投入使用。这里将通过

实行“村级党组织+农业龙头企业+低收入农户”
运作，共同打造“产业赋能式”“品牌带动

式”“原料加工式”共富工坊，进一步推
进山楂产业的转型升级。
　　奎聚街道还将通过探索搭建“田
园共富工坊”模式，整合当地高校、
农业科研院所等人才、技术优势资
源，推出“红色田园课堂”，开设
土壤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
课程，以“田园共富工坊”为平
台，着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让红灿灿的山楂果成为助
农增收的富民果。

  村党支
部书记孙大
鹏（左二）开
办“书记助
农直播间”。

  儿童体验
骑马的乐趣。

▲共富工坊正加紧施工。
村民采摘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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