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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深入地探索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项目组成

员深入到第一书记帮扶村——竹园子村进行了实地调研，

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了

解村情民意，收集村民对村庄发展的意见、建议。结果

表明，广大村民普遍认为，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大力发展农

村特色产业，切实提高家庭收入成为广大村民最迫切的

期盼，也是乡村振兴是否成功最直接的体现。1

课题项目：本文系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022年度重点扶

持项目“高职院校产学研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研

究——以学院第一书记帮扶村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2022zdky06）

一、竹园子村基本情况

1. 村庄概况

竹园子村隶属莱芜区大王庄镇，西南距大王庄镇政

府 3 公里，东南距莱芜城区 35 公里。全村 124 户，361 口

人，其中生活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口近 40 人。现有耕

地 305 亩，山地面积多达 2190 亩，耕地属于村集体所有，

由本村村民使用；山场在村旅游公司和村合作社名下。

近几年来，竹园子村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把村庄改

造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按照“一线三段”的村庄发展

规划，全力打造“吃住游购”于一体的“田园超市”综

合项目。其中，特色产业区已基本形成果、蔬、花、木

“四大系”，核桃园、樱桃园、苹果园、山楂园、板栗园

“五大园”的分布格局，村容村貌、居住环境、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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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第一书记帮扶村探索发展特色产业，多措并举增加村集体收入，促进村民致富增收的方法路径，

特别是派出单位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校村共建，积极帮助村庄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为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提

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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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和村民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2. 发展优势

（1）村“两委”班子团结稳定。村“两委”班子成

员团结一心、扎实肯干、吃苦耐劳，干事创业的心劲足、

心思齐、眼光远。特别是现任党支部书记张明森在这个

岗位上已经连续任职 22 年，工作扎实、经验丰富、无私

奉献、敢闯敢干，富有改革创新意识和拼搏进取精神，

深受全村党员群众的爱戴与拥护。

（2）村庄基础设施完善。如：通过新农村建设让 91

户村民住上小康楼，23 户老人住上整洁明亮的老年房，

户户通上天然气、自来水，户户通上水泥路、有线电视

和网络；打深井 3 眼，扩容塘坝 2 座，建设拦河坝 7 座；

新修进村路 2 公里，生产路 5 公里；建设文化广场 1 处，

生活污水站、养殖污水站 2 个。

（3）村庄产业优势凸显。竹园子村盛产板栗、核桃、

花椒、生姜、大蒜、樱桃、山楂等，特别是大樱桃、板

栗、山楂等形成了规模化种植。2021 年，村集体收入仅

有 16.7 万元，2022 年一下子猛增到 52.6 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突破 2 万元，村民的钱袋子更鼓了，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增强。

二、竹园子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 党组织建设动力不足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15 名党员中 60 岁以上的就有 7

人，占比 46%；40-60 岁党员 6 人，占比 40%；只有 2 名

党员在 40 岁以下，占比 13%。从学历结构上来看，具有

大专学历的只有 2 人，占比 13%；具有中专及高中学历

的 4 人，占比 27%；初中学历 9 人，占比 60%。很明显，

村党支部存在党员老龄化、知识水平低、创新活力不足

等现实问题。

2. 生活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口依然存在

村庄现有11户脱贫户，总人数22人；13户低保户，

总人数21人；五保户3人；残疾19人，其中，一二级残

疾16人，三四级残疾3人；独居老人1人。排除人员重复

统计问题，生活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口比例约占10%。

3. 村内青壮年劳力人数稀少

全村 361 口人，18 岁— 45 岁的青壮年，常年在莱芜

城区工作或自主创业的人数达 110 人，占比 30%；常年

在村内居住、劳动、生活的有 251 人，占比 69%，其中

有 101 人都在 60 岁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纯农业

户。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才都不愿留居村内。

三、竹园子村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措施

1. 工作思路

基本思路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基层党组织规

范化建设为重点，展现村党组织建设新风貌；秉持“宜

居宜业宜游”的创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1]，结合本村

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和悠久的民俗文化特点，着力将竹

园子村打造为集“乡村休闲、文化体验、人居和谐、民

俗旅游”于一体的省市级和美乡村；以提升治理能力为

己任，推进村庄经济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常

态化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水平，着力提高帮扶村可持续发

展能力。

2. 具体对策

一方面，校村深度融合，积极探索产业振兴新路径。

充分发挥派出单位——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在人才、资源、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校村合作共建了占地 3.5 亩的中草

药和无公害生姜种植试验田，铺设喷灌设备 2000 多平方

米，栽种丹参、桔梗、黄芩、蒲公英、知母、金银花、

大青叶等中药材。2022 年 5 月 25 日，校地双方隆重举行

了学院乡村振兴实践教育基地暨科技支农博士工作站揭

牌仪式，依托这两个平台作为传授农产品种植与管理技

术的重要基地，定期邀请学院涉农专业博士团队成员到

村开展“送科技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另一方面，挖掘村庄自身优势，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一是做大做强樱桃产业。2022 年，村里的樱桃种植

大户新建温室大棚 2 个，加上原有的 3 个，樱桃大棚总数

达到 5 个，占地面积 30 多亩，引进、更换 300 余棵大樱

桃新品种，进一步扩大了樱桃种植规模，同时可吸纳 12

户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二是积极发展仓储产业。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方

式，依托济南市莱芜区竹园子村生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由党员干部和部分村民自愿集资入股，筹资 60 多万

元新建 1200 立方米的恒温库 1 座，可用于储存销售大樱

桃、板栗、核桃、生姜、时令蔬菜等农产品，延长保鲜

期，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三是稳步发展旅游产业。村里计划择机完成 4 公里

的环山路硬化施工任务；以优惠政策吸引青年人返乡创

业，打造助农基地，发展露营、民宿，通过发抖音、直

播带货等方式 [2]，宣传推介特色农产品和旅游景点，连

同大棚采摘、垂钓、攀爬、农家乐等一体发展。

四是加快推进特色养殖产业。去年，竹园子村成功

申报了“一村一业”养殖项目，今年村里尝试“村集体

+ 合作社 + 养殖企业”的规模化合作发展方式，主动与

山东大千农牧有限公司对接，盘活村内 1 处废弃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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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循环农业黑猪现代化养殖基地；利用村内占地

70 多亩的 2 座塘坝，推进渔业标准园“菜篮子”水产养

殖项目建设。

四、启示与建议

概括来说，竹园子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有以下几点有

益启示及建议：

1. 着力打造过硬基层党组织

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群众的力量在于组

织，但个体的群众不会自动组织起来投入到乡村振兴事

业中来。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来自基层党

组织，也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走好

乡村振兴这盘棋，必须时刻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必须始终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

2. 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离不开产

业支撑，为此，必须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基层党组织的

一项重要工作和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点，通过发展特

色产业吸引人才、磨炼干部、凝聚共识、发动群众，依

托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发展动力 [3-4]。

3. 着力践行高效社会治理模式

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农村社会治理规范

高效了，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竹园子村通过建立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把村庄

社会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密切融合，全面延伸到村级

治理的方方面面。

4. 着力激发调动村民积极性

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要实现乡村振兴，首要

任务就是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责任意识，确保他们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受益主体地位，把维护村民根本利

益、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目标，充分

尊重广大农民群众意愿，最大限度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

村振兴建设的热情与激情，让农民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

主要获益者，确保让乡村振兴这一宏伟蓝图在实现进程

中获得强有力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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