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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临朐县下好民宿产业这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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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为在全社会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进一步提升市民环保意识和城市“颜
值”，今年7月，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全市
范围组织开展了“志愿之城·更好潍
坊”“清洁城市”志愿服务行动，在潍坊
主城区七大类重点公共场所，开展以
宣传引导、城市美化、环境清洁以及各
类公益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志愿服务活
动。随着志愿服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影
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清洁城市”志愿
服务行动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果。

万余“志愿红”

让城市焕新颜

　　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是城市的
门户，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今年7
月，为响应“清洁城市”志愿服务行动，
潍城区扬帆公益活动服务中心的志愿
者们分组在潍坊火车站南广场、南广
场地下停车场等区域捡拾烟头纸屑、
擦拭护栏和路标指示牌，让南广场及
附近环境焕然一新。志愿者们身穿鲜
艳的“志愿红”马甲，不怕脏、不怕苦、
不怕累，展志愿服务之风尚。他们捡起
的一个个烟头、一片片树叶、一张张废
纸，点亮了市民旅客心中的文明之灯。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志愿服务以
无数微光汇聚时代暖流，彰显社会文
明的温度与高度。在“清洁城市”志愿
服务行动中，我市广大志愿者及各志
愿服务组织同样不遗余力，热情参与、
真诚奉献，以全方位清洁扮靓城市容
颜，提升城市形象。截至目前，主城区
共有84个志愿服务组织、1万余名志愿
者参与此次活动，70处地点在300余次
行动中得到持续美化，“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也尽显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

全民参与热潮起

清洁行动暖人心

　　志愿服务传播文明，不分年龄阶
段、不分工作岗位、不分地域籍贯，人
人可为、处处可为。在“清洁城市”志愿
服务行动中，志愿者激发广大市民参
与城市清洁的热情，在全市掀起一场
全民清洁城市、人人争做志愿者的
热潮。
　　从主次干道到背街小巷，从商业
街区到公交车站，城市处处都有志愿
者与市民细致清扫的身影。奎文区北
海路街道南湖社区的黄女士是“清洁
城市”志愿服务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她
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自从社区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参与这项
活动以来，她便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
每天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
黄女士已经拿着扫帚和垃圾袋，在社

区附近的公交站开始打扫了。黄女士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还带动邻居一起
加入，在她的影响下，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关注环境卫生，主动参
与到清洁行动中来。
　　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扫帚，细心清扫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稚气未脱
的孩童，在父母的带领下捡起路边的垃圾；个体商户与企事业单位职工自
备清洁工具，纷纷走上街头……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们在“清洁
城市”的旗帜下汇聚，以实际行动为城市的整洁与美丽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与志愿者共同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宜居的美好城市。

城市绽放新光彩 持续努力显成效

　　志愿服务活动不是一次的热心、一时的热闹。从今年7月开始，经过志
愿者与市民近3个月的共同努力，潍坊的城市清洁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市
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如今，潍坊正以清洁之姿，迎接每一个黎明的到来；以奋斗之态，书写
着属于这座城市的辉煌篇章。为激发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扩大影响范
围，市委社会工作部从8月下旬加大“清洁城市”志愿服务行动力度，形成
了人人关心城市环境、人人参与城市管理的良好氛围。志愿者与参与行动
的市民还利用短视频的形式，随手拍、随手记录，将清洁城市的热情传递
到更远，青州、临朐、诸城等县市区的市民也参与到行动中，244个志愿服
务组织认领240处地点，开展“清洁城市”志愿服务行动700余次。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是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广大志愿者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
未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到城市清洁中来，持续推动“志愿之城·更好潍坊”“清洁城市”志愿
服务行动深入开展。新时代志愿服务使命更加重大、舞台更加宽广，潍坊
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用心用情做好志愿服务工作，感召、带动更多
人增强主人翁精神，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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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朐县嵩
山生态旅游发展
服务中心泉头村
的工作人员用老
式电影放映机放
老电影。

  ▲临朐县五井
镇石峪古村村民在
原有老旧石头房基
础上改建的民宿。

  位于临朐
县五井镇的千晨
研学民宿。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文/图

  秋日的清晨，位于大山深处的临朐县
五井镇石峪古村，天气凉爽。
  来自潍坊高新区的潘先生，从位于这
个村西部山坳里的半山腰民宿走出，仰望
四周青翠的山峰，连续几次深呼吸，陶醉
其中。“生态好、景色好、空气好，还能爬
山，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潘先生说。
  石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传家告诉记者，
石峪村由石峪古村、石峪新村等自然村组
成，古村在山腰、新村在山下。半山腰民宿
是该村为了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与本村在
外能人合作，在改建老旧房屋基础上开发
的。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民宿里都会住满
游客。
  民宿产业是文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乡村经济发展中蓬勃而生的新产
业。临朐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美，发
展民宿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该县也
充分发挥相关优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
促其成为当地提升文旅产业品质、推动乡
村发展方式转变、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
要突破口。

   从从劝劝阻阻““贱贱卖卖””老老旧旧房房屋屋中中转转

变变发发展展理理念念

  石峪古村位于群山之间，虽然生态环
境质量过硬，但也存在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耕地少等困扰。过去，除了考学，村民
的发展路径，基本是种地、林果、外出打工
“老三样”，现在多了民宿产业这一新
选择。
  在王传家看来，这个新选择，既体现
了紧抓临朐大力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这一
大好机遇的乘势而上，也体现了对该村
“远在深山无人问”发展困境的剖析和
破局。
  “前几年，县里开始发展文旅产业，很
多村发展生态观光游、乡村休闲度假游，
日子红红火火，而我们却没接住这‘泼天
的富贵’。”王传家说，后来，他们在镇上的
统一组织下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并对照
先进，找问题、找办法。
  村干部、村民代表、在外能人等纷纷
开展讨论，梳理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发
展思想不解放，二是没有合适的项目支
撑；同时达成了初步意向，先发展民宿产
业，进而带动文旅产业等发展。
  “我们村有山有水有森林，生态优良，
远离喧嚣，村民闲置的房子也多，建民宿
有条件、有优势。”王传家说，也正是村里
闲置的老旧石头房成了他们加快民宿建
设的关键变量。
  原来，石峪古村有600多年历史，村里
保留了很多老旧石头房，但随着人员外
迁，再加上建筑材料的变化，这些石头房
逐步闲置甚至荒废，有的村民把房子拆了
卖石料，一个大宅子拆得七零八碎，才卖
2000元左右。
  对此，村干部们和部分村民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特色也是资源，拆掉当石
头卖太可惜。”王传家说，这一情况让他们
加快了建民宿的步伐。
  2023年，在五井镇的支持下，石峪古
村通过鼓励本村在外能人回村投资等办
法，开始把村里的石头房等老旧房屋改建
成民宿。目前，已建成2家，一家是村民在
自有老旧石头房基础上改建的，另一家是
半山腰民宿，生意都非常火爆。
  “今年以来，这2家民宿的营业收入共
计30余万元。”王传家说，与拆了卖石头相
比，改建成民宿，如同把老旧房屋变成下

“金蛋”的鸡，长久而持续。
  据悉，这2家民宿已让4名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还带动了村里的土特产销
售，民宿推出的与兔子肉搭配的山野菜
品，也让当地常见的黄花菜等山野菜成为
畅销货。
  五井镇相关负责人王国栋介绍，想要
最大限度释放旅游效应，不仅要吸引“游
客来”，更要吸引“游客留”，发展民宿产业
是留住游客的重要支撑。目前，该镇已有
27家民宿，形成了近水、观星、露营、研学
等多种体验方式的民宿产品。

    在在盘盘活活闲闲置置资资源源中中增增强强山山村村

发发展展活活力力

  从五井镇向南而行，记者来到临朐县
嵩山生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泉头村。
  泉头村地处两山之间的青铜河边，沿
村内小溪岸边的石板小路漫步而行，村史
馆、农耕主题景观区、思乡园采摘区等散
发着浓浓乡间气息的景点，一个接着
一个。
  泉头村党总支书记王秀胜介绍，该村
共有306户村民，因为大量村民外出发展，
常住人口只剩124户，造成闲置房屋不断
增加。
  “房屋闲置，既带来安全问题，也造成
资源浪费。所以，我们利用嵩山被列入省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相关政策，吸
引外来资本投入，盘活闲置资源，打造了
‘听履坊’‘归隐田居’等11家特色民宿，催
化出采摘、生态游等业态，带动发展起‘后
备箱经济’。”王秀胜说。
  “听履坊”民宿经营者杜女士告诉记
者，她把租赁的闲置院子改建成民宿，通
过网上平台对外租赁，很多游客慕名前
来，特别是在旺季，经常一房难求。
  民宿产业的发展，也让泉头村村民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很多村民把自家用
不上的房间改建装修，建成民宿，对外
出租。
  在“听履坊”民宿南侧的巷子行走，如
同进入彩色的世界，蓝天白云下，房屋墙
壁上画满了不同主题的彩绘，路边的护栏
上也装饰得五颜六色。
  78岁的王天胜就住在这个巷子里，他
家有一间房屋被改建装修成了民宿，每到
节假日都会有游客来住。“孩子在外工作，
我们老两口用不了这么多房子，就把其中

一间改成了民宿，一年平均
能挣5000多元。”王天胜说。
  这位老人还告诉记者，
让他感到最高兴的是，通过
发展民宿产业，村庄越建越美
了，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了。
  “以前没有村史馆，没有景
观区，也没有彩绘。就拿我
家来说，因为建在山坡
上，院子前这块地之
前是斜坡，不仅杂
草丛生，下雨大了
还 容 易 出 现 滑
坡，不安全。现在
地面都硬化了，
还安装了护栏，
来走亲戚的都说
我们村建得好。”
王天胜说。
  嵩山生态旅游
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副书
记刘景国介绍，在生态优势
基础上再营造更加优良的产业发
展环境，他们建设了山柿产业园、草木染
非遗工坊、乡愁记忆馆等9个重点文旅项
目，打造了“洗砚池畔”“龙溪泉”等70余处
“网红打卡点”，助力各村发展民宿产业、
庭院经济，切实增强村庄发展活力。
  2023年，嵩山旅游人数达35万人次，
实现住宿、餐饮、土特产销售等各类乡村
旅游收入2500余万元，带动村民户均增收
1.2万元。

  在在提提升升产产业业发发展展质质量量中中凝凝聚聚

发发展展新新动动能能

  嵩山生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小黄谷
村虽然只有56户村民，但村里的艺家客栈
民宿的规模，在整个嵩山也排得上号。
  这家民宿的经营者国洪川说，他原
来在外地从事旅行社工作，看到临朐在
大力推动民宿产业、文旅产业发展，就
前来投资建起了民宿，“临朐生态环境
好，营商环境优，发展民宿的环境也比
较好。”
  临朐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吴峰介绍，
围绕将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变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近年
来，临朐先后打造了21个山东省景区化村
庄，65个潍坊市A级景区村庄，121个乡村

旅游示范村，有力带动了民宿产业发展。
  目前，该县已建成以山间紫谷民宿、
隐士民宿等为代表的三星、四星级民宿4
家，以淹子岭房车露营、龙潭湖露营公园
等为代表的精品民宿10多家，以及大量分
布在各镇村的特色民宿，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民宿产品体系，打响了“临朐人家”精品
民宿品牌。
  吴峰也直言不讳，虽然成效明显，但
提升空间仍然非常大。他说，民宿产业是
挖掘乡村功能和价值，实现美丽乡村向和
美乡村精彩蝶变的重要推动力，但当地大
多数民宿经营项目仅限于吃饭、喝茶、住
宿，田园观光、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等吸
引游客的元素与民宿的融合程度还不够，
与临朐文旅资源相比，潜力尚未完全
开发。
  据了解，下好民宿产业这盘棋，临朐
正立足生态和文化资源禀赋，狠抓“文旅
农”融合发展，狠抓“优化产业布局、强化
资源盘活、深化多元结合、提升业态质量”
大攻坚，加大对民宿产业发展在资金、人
才、环境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加强对民宿
经营和服务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努力让
临朐民宿更具生态味、乡土味、文化味、人
情味，让游客的乡村旅游生活更加便捷、
安全、舒适、自在。

（上接1版）
  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1至8月份，
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7.28万人，就业形
势持续保持稳定。
  坚实的社会保障，是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的“底气”。持续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社
会保障体系，我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了统筹
城乡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
持续增加，待遇水平稳步提高。截至8月
底 ，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745.56万人。其中，企业养老保险260.34万
人、机关养老保险35.36万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449.86万人。全市参加工伤保险人
数为192.06万人。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
伤保险参保率达到100%。

 回应民生关切

增强群众幸福感

  在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
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社会事业中，我
市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刻度”，托起群
众稳稳的幸福。
  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
园，潍坊教育在持续改革中不断前进。
  穿过青州市王坟镇林木葱郁的山间
小路，走进王坟镇金融希望小学，映入眼
帘的是明亮的教学楼、高标准的塑胶操场
以及配套齐全的教学设施设备。崭新整洁
的乡村学校成为我市推进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的真实写照。
  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期

盼。潍坊以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县“两项创建”为抓手，坚
持“市域统筹、城乡一体、内涵发展、评价
引领”，全力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
优质发展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如今，一个轻负优质的教育生态正在潍坊
逐渐形成。滨海入选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区；寒亭、滨海、昌邑入选国家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区（市）。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潍坊教育
改革发展走在全省、全国前列。基础教育成
为业内“潍坊样板”，职业教育成为全国“示
范高地”，高等教育办学层次持续跃升，教育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群众。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市卫生健
康事业快速发展，种类齐全、功能完善、结
构合理的医疗网络遍布城乡大地，基本形
成城乡居民“15分钟健康服务圈”，群众看
病更快捷、住院更省心。
  改革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潍坊先后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和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市、全
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先行区，入选国家基层
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全国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试点城市，承担国家公立医院改革
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在全省率先实现
国家级重大医改试点城乡全覆盖。目前，
全市现有卫生技术人员8.45万人，医疗卫
生机构8792家，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连续7
年位居全省前3。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潍坊”，我

市着重做好三篇文章：统筹推动现代医学
与传统医学同频发展，做好“传统医学+现
代医学”文章；聚焦提供公平优质医疗服
务，做好“城市卫生+农村卫生”文章；以看
病就医“急难愁盼”小切口推动医疗服务
改进提升大突破，做好“线上服务+线下服
务”文章。
  撑起人民群众的健康“保护伞”，我市
加快实施优质医疗资源扩容行动，实施临
床专科能力扩增计划，全力打造“院士领
航”人才引育模式，加速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不断优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
服务，向上链接高端医疗资源、向下实施
对口帮扶，常态化组织“健康早市”“便民
夜摊”义诊，大力推广应用新一代数字健
康科技，人民健康获得感日益增强。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从解决群
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入手，我市全力以
赴，守民心，重实干，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实
落细，老龄、残疾人、慈善等事业全面发
展，书写人民福祉的民生答卷在绵绵用力
中持续舒展。

 深化民生改革

创造更美好生活

  谋民生之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改革笔触浓墨重彩。
  秋来稻菽千重浪，人间最喜是丰收。9
月22日上午，潍坊市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开幕式在临朐县石门坊广场举行，共享
收获喜悦，共庆五谷丰登。“我们紧跟老百

姓消费观念的提升，全力以赴提高农品品
质，积极开拓电商新渠道，让上农农业迅
速驶入发展快车道。坚守‘让农民兄弟富
起来’的创业初心，合作社一直优先雇佣
当地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平均每年带动周
边农民增收300余万元。”现场，爱潍有为
的“新农人”代表，潍坊上农智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上农合作社理事长王淑
芬脸上洋溢着喜悦，她告诉记者，2018年，
职场白领的她辞去企业高管工作，创办了
上农合作社，怀揣着“耕者有沃土，食者得
健康”的理念，立志要在乡村沃野中干出
一番事业。
  打开潍坊“三农”画卷，沃野田畴升腾
着盎然生机。我市积极探索走好乡村振兴
融合化发展之路，农业科技水平加快提
升，主要农产品连年丰产丰收，质量品牌
效应持续放大，和美乡村建设深入推进，
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农村面貌发生明
显变化，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做大做好“发展蛋糕”，深化民生改
革，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幸
福更有“质感”。
  “以前出门一身土，下雨回来一身泥，
出行很不方便。现在从城西走到城东，全
是宽阔的柏油马路，部分路段还有人行过
街天桥，出行越来越方便了。”谈起城市的
变化，市民杨永升说。
  杨永升的感慨，很多老潍坊人都感同
身受。我市狠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攻坚
城市交通堵点难点，中心城区打通“断头
路”，逐步解决群众出行难题，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上半年，为有效解
决60多个小区、3万余户居民的出行难题，
覆盖奎文、潍城、坊子、寒亭、高新的25条
城市道路全部贯通。
  增强重大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潍坊作
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高铁高速密
布全境，海河港口连通四海，空中航线直
达八方，京沪高铁东线把潍坊带入京沪3
小时“生活圈”，构筑起高效能、立体化的
外联大通道。
  把民生至上作为改革创新的内在逻
辑，潍坊发展的指针始终指向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对老百姓来说，最好的感受是“幸
福”，最美的风景是“宜居”。走进潍城区北
关街道刘家园小区，居民三三两两在去年
刚改造的健身广场上锻炼身体。“我今年
85岁了，真没想到还能住上‘新’小区，这
里环境好，住着舒心。”刘永贞老人说。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改善人居环
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地满
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从设施老化、楼顶
漏水的老旧小区，到配套齐全、整洁有序、
安全舒适的宜居家园，随着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个个曾经在岁月中失
去光彩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截至目前，
全市改造各类棚户区项目31.1万套、老旧
小区2328个、惠及群众88.2万户。
  天大地大，民生为大。改善民生、维护
民利、实现民愿，潍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绩向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温暖厚实的
“民生答卷”。

（上接1版）

精雕细琢 为民情深

　　温馨的诊区设计会缓解患者
紧张恐惧的心理，宽敞、明亮、舒
适的就医环境，明快的室内色彩
会为他们带来全新的就诊体验。
　　“病房里设施齐全，采光通风
都很好，特别是护士站和医生办
公室都近在咫尺，有什么问题都
能及时解决，我在这里住院感觉
非常安心。”家庭化的设计理念让
张女士对新病房的环境赞不
绝口。
　　体验有尊严的舒适就医，急
救综合楼在设计过程中，每一个
细节都围绕病人的生活进行精心
推敲。比如，诊疗空间以白色基
调为主，空间简洁明亮，并分割了
治疗区和问诊区，注重私密性；病
房区域以木纹色为主，注重家庭
化的设计理念，照顾到了患者家
属在护理过程中的需求，另外在
病房中摆放了舒适的访客用座
椅；多功能厅区域整体风格端庄
大气，墙面整体使用木纹医疗板，
顶面局部采用冲孔吸音板材质，
起到吸音、减震的作用。
　　“人”为本，“民”所向，以“人
民”的名义，市人民医院将一如既
往守护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