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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红色资源 打造农文旅综合体
诸城市石桥子镇刘家庄村助推村民“家门口”就业

　　诸城市石桥子镇刘家庄村盘活红色资源，建设刘
家庄抗战事迹陈列馆及配套服务设施，打造集爱国教
育、研学实践、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推
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助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7月1日，记者在刘家庄抗战事迹陈列馆看到，馆
内陈列着刘家庄抗日自卫战对敌斗争用过的大刀、长
矛、手雷及战场缴获的日军战刀、饭盒等实物，在十
几个展柜内，有革命前辈的回忆录、文集、通信、照
片，还有各级党史资料、档案馆证明等。一件件军民
使用过的武器、一张张老照片，铭记着那场惨烈的战
斗：1945年3月17日，在刘家庄村打响了一场惊天动
地的悲壮抗日自卫战，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与日伪
军展开肉搏巷战，刘家庄村村民在民族大义面前展现
出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民族
精神，谱写出了抗击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石桥子镇宣传统战委员勾卫杰说，近年来，石桥
子镇坚持挖掘好、整理好、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将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
红色文化引领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缅怀革命先烈，
石桥子镇党委、政府在刘家庄抗日自卫战的遗址上建
设刘家庄抗战事迹陈列馆，还原了当年自卫战时的古
城楼、古城墙、茅草民房及人物雕像，并建设廉政文
化基地、乡村记忆工程展示馆等。
　　刘家庄社区党委书记、刘家庄网格党支部书记刘
云忠介绍，刘家庄村把红色旅游同村庄风土文化、优
美生态环境、原始天然景致等结合起来，不断加大文
旅资源整合力度，将刘家庄抗战事迹陈列馆、游乐
园、采摘园和农耕文化园连点串线，建成集乡村治理

成效展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特色增收产业发展为
内容的“一馆三园”。突出红色+绿色生态、红色+
文化遗产、红色+美丽乡村的浓郁特色，助力红色文
化与产业经济有机融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休
闲农业，打造出教学科研和劳动教育基地，实现
文旅融合、产业共生发展。
　　去年以来，刘家庄村将村东20亩闲置土地与
北京一家公司对接合作，打造集爱国教育、研学
实践、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新上无
动力设施，建设可容纳500人就餐的食堂；将一所
老学校改造成一处社会实践体验基地，孩子可以
在这里体验风筝、剪纸、泥塑等非遗文化，学习
木工制作等手工项目；将本村及周边村庄五谷杂粮
等特色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品牌销售；社区组建
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负责营销和接待游客，共为村民提
供30余个工作岗位，村集体经济有了增收新渠道。
据统计，2023年以来，刘家庄村已经接待各地
参观旅游团180多个，村集体增收3万余元。
  7月1日下午，潍坊市区一家研学机构负
责人李祥熙正与刘家庄村文旅运营人员对
接有关暑假研学课程细节。“这里是举办
红色教育、农耕文化、劳动体验、文学
采风等夏令营活动的好地方。”李祥
熙说。
　　“我们将进一步增加配套设施，提高
服务接待能力，加强与王尽美烈士纪念
馆、诸城市恐龙博物馆等单位协作，实现
资源互补共享，丰富文旅线路，满足不同团
体需求，提供多样化定制服务。”刘云忠说，
他们对发展文旅产业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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