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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几天不见鲁
Q，阿拉吃菜犯愁。”
“鲁Q”是山东省临
沂市的车辆号牌，上
海市区道路上不多
见，但西郊国际农产
品交易中心、江桥批
发市场等沪上农贸
市场，每天都有几
十辆“鲁 Q”驶入。
这些满载蔬菜的冷
链卡车，都来自山东
临沂。
延续与上海的

“蔬菜情缘”，临沂和
长三角，有了新的交
集。2020年以来，临
沂市委、市政府立足
国家“双循环”战略，
以“努力在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中走
在前列”为目标，谋
划实施乡村振兴“三
步走”路径，打造长
三角农产品供应基
地、休闲旅游“后花
园”和产业转移“大
后方”。
从上海到沂蒙

山，记者走进这个
600公 里 之 外 的
“近邻”。

近삭뗄뷼临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菜篮子 “都是他们爱吃的”
兰陵县佰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苏椒五号

大棚，气温已达22℃。在田里绕了不到两圈，

佰盟合作社负责人徐振东就冒起了汗。但一

提到手里不断涌入的长三角订单，徐振东忘

记了此刻的闷热，“最近从上海来的订单，对

苏椒五号需求特别大。”捏着刚摘下来的青

椒，徐振东介绍起它的特别之处，“这个苏椒

五号，生吃不辣、口感脆甜，兰陵人吃得不多，

但在长三角特别受欢迎，尤其上海人，喜欢吃

甜的。”苏椒五号是佰

盟合作社引进的高端品种，收

割了两三茬，收益超过1万元。“长三角喜

欢高品质的蔬菜，合作社选的品种，都是他们

爱吃的。”

兰陵人徐振东对上海市民口味的了解，来

自20多年前的上海经商经历。2011年，作为

“归雁人才”，徐振东回到家乡徐皇路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近500人在长三角做蔬

菜生意，但以种植传统作物小麦、玉米为主，

去掉水肥等成本，基本没利润。”靠鲜蔬生意

发家的徐振东意识到，要带村民致富，必须发

挥当地农业种植的基础优势，改变产业结构。

2011年7月，徐振东联合326户村民组

建佰盟专业种植合作社，集蔬菜产销为一

体。蔬菜大棚建成后，徐振东根据上海市场

需求，定向种植黄

瓜、番茄、辣椒，当年就收回

了成本。

如今，佰盟合作社430余人，流转4个村

3600亩土地，建设大小温室棚1320余个，成为

兰陵县高标准蔬菜示范园区。徐振东凭着在

上海十多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形成了“农户+基

地+合作社+产销+配送”为一体的现代化营销

模式。合作社种植的蔬菜，不仅摆上了上海市

民的餐桌，还先后与法国埃顿酒店、美国通用、

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等多家大型企业和超

市签订了蔬菜订单，年销售蔬菜2600多万

斤。今年，佰盟合作社被列入第二批长三角中

心城市农产品供应基地。

从“归雁”到“领头雁”，兰陵的“雁阵”，助

力临沂农产品“金字招牌”越擦越亮。2020年

以来，临沂举办优质农产品走进长三角推介活

动50余场，签订产销合作协议300个。临沂每

年300多万吨高品质、无公害蔬菜瓜果供应上

海等地，部分农产品在长三角主要城市市场占

有率达到40%。

后花园 小乡村登大舞台
“村支书第一时间就和我打电话，他们

组织村民看发布会直播，大家很激动，没想

到尹家峪的名字有一天能出现在上海中

心，这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峪泉田园集团

总经理李清明感叹，2020年12月，尹家峪

田园综合体品牌发布会在上海中心举办，

这不是她第一次去上海，但这次意义尤为

特殊，亮相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家乡尹

家峪。

作为临沂主动融入长三角，实施“三步

走”助推乡村振兴的先行军，尹家峪田园综

合体是临沂城发集团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的重要项目。

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登上大都市的舞

台，尹家峪村的改变，发生在4年前。2018

年，作为临沂市首批省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

点，位于沂水县泉庄镇的尹家峪项目总投资

20余亿元。“我们打破既有田园模式，打造一

个属于未来的田园综合体，一个百年可传世

的特色精品项目和可带动区域农村产业发

展的龙头平台。”李清明在发布会上说，尹家

峪项目引领田园旅游的未来。

走进尹家峪村，山还是那座山，山里的

日子却换了模样。站在沂水县金龙山顶向

四周俯瞰，占地5万多亩的尹家峪田园综合

体尽收眼底。五朵桃花形状的主建筑场馆，

点缀中央。尹家峪田园综合体充分利用当

地的景田、水体、林地和村庄等自然资源，以

农旅为基础，实施“一心一廊三带九区”整

体规划，打造以乡村度假、生态休闲、主题游

客、特色购物等功能齐全的新型田园综合

体。综合体拥有90多个航空航天体验项

目，空中草莓、鱼菜共生、自然农耕、山间别

墅、智能农舍、五星级民宿等特色项目，将高

科技融入田园生活，走出了田园综合体旅游

的差异化之路。

截至2020年8月，尹家峪田园综合体通

过济临扶贫协作专项基金，累计缴付扶贫款

2568万元，覆盖19万户约32万人，对沂水县

5万多贫困人口分配资金333万元。项目带

动当地农民增加人均年收入5万元以上。

作为山东的“南大门”，临沂凭借优越的

地理位置，与长三角紧密相连。2021年，临

沂接待长三角游客460万人次。随着京沪高

铁二线通车，长三角中心城市到临沂铁路时

间缩短至2个多小时。“临沂是长三角休闲

旅游的‘后花园’，我们希望把上海作为中心

点，将尹家峪田园综合体推介至整个长三

角。”李清明说。

大后方 “量身定制”产业链
山东双维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临

沂兰陵县经济开发区，是一家大型塑编设备制

造企业。项目总投资3.3亿元，占地108亩。

双维科技副总经理杨雷说，2020年9月，公司

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洼地。“不到半年，我们已

经建好标准厂房6栋、标准化公寓楼1栋、标准

化办公楼1栋。”

公司建有塑编设备研发设计车间、塑编设

备组装测试车间以及塑编制品生产线两条，可

生产各类扁丝拉丝机、智能圆织机、塑料包装

切缝机，各类塑编包装袋等。产品远销美国、

南非、巴西、俄罗斯、越南、印度等20多个国

家，有着比较稳定的市场需求。

落地临沂之前，双维科技在温州投资发

展20余年，为何选择投资临沂？其一，临沂

是物流之都，运输成本低，周边城市像枣庄、

青岛、济南，都愿意把商品运输到临沂再

发货；其二，这里的人工成本比南方城市

低；其三，是地方政府“量身定制”的支

持。双维科技成立之初，兰陵县政府就派

了懂技术的政府人员入驻企业，“不管是分内

还是分外的事，都给了很多帮助，让我们少走

很多弯路”。

企业看中的兰陵优势，也是临沂市全力对

接长三角优势产业转移，为企业打造的贴心举

措。为承接产业转移，临沂全力筑巢引凤，一

方面，加强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多

产业落地提供优质保障；另一方面，开展跨省

通办，异地审批提速60%，优化营商环境，通过

走出去招商引资，把长三角地区的金凤凰引到

临沂。

在实施“三步走”、对接长三角的推动下，

临沂与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交流日益加深。兰

山区引进上海中通、圆通、荣庆物流等“头部”

企业，放大临沂国际商城优势；平邑县引进上

海医药集团中药深加工项目，形成金银花种

植、检测、加工、运输、营销完整产业链。

2021年，临沂梳理承接长三角核心地区产

业转移目录项目84个，健全完善针对长三角

地区宣传推介产业项目30个，在建长三角地

区企业投资项目达到369个、到位资金451.27

亿元。同时，打好“亲情牌”，建立在沪专家人

才信息库、重要客商资源库、外来投资企业名

录库，引导临沂在外人员带理念、带技术、带资

金、带经验、带信息回乡发展，成为支持家乡振

兴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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