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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这里樱桃花海烂漫
醉人，近20万人次前来赏花；五
月，这里一树樱桃带雨红，4天
假期，十多万人前来观光采
摘。徐州经开区徐庄镇圣人窝
村，这个曾因孔子夜宿山村而
得名的古村，如今，凭借着“樱
桃经济”再度引人注目，走出了
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

如何让一树樱桃撬动农村
经济、带动乡村振兴？

“以圣人窝樱桃谷为基础，
我们加快三产带动二产、一产
的融合发展，让传统农业全链
条升值。”徐庄镇镇长朱春春
说，依托圣人窝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圣人窝村以樱桃为纽
带打造圣人窝“农业公园”，从
赏樱桃花、采摘樱桃，到喝樱桃
酒、品果蔬脆，到向日葵迷宫、
菊花展，再到丰收节、采购节，
圣人窝“农业公园”四季有花

海，四季有果摘，四季有民俗文
化活动，好生态催生出新的生
产力。

生产方式融入田园设计

五一前夕，圣人窝第14届
樱桃采摘节开幕，圣人窝村二
组村民王艳梅当起了售票员和
引导员。

圣人窝村种植樱桃树的历
史已久，每家房前屋后都有几
棵上了年纪的樱桃树，村子的
山窝里，因不适合种粮食，也渐
渐种上了樱桃树。不过，相对
几年前村民们零星一两亩的开
山种植，现在的圣人窝山谷则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种
植。村民们除去土地收益外，
还摇身成了园区工人、技术员
或是管理员，地还是那片地，收
益成了双份。

圣人窝山体早年因采石留
下的宕口和荒山坡，通过显山
露水和生态修复，也早已披上
了生态植被。加上孔子吕梁观

洪、夜宿山村传说的加持，聚贤
沟、演礼沟、读书石、隐仙洞、群
羊坡、圣人泉等人文景点的口
口相传，充满文化韵味的圣人
窝樱桃赏花、采摘早已美名在
外，樱桃采摘节到今年已连续
办了14届。

不过，圣人窝樱桃由于皮
薄水多个头小，不利于保存，作
为水果的商品属性不强，加之
花期、果期有限，仅仅依靠赏花
和采摘给村民带来的效益并不
突出。

“和大多数传统农业一产
（农产品）、二产（深加工）、带动
三产（旅游服务业）的发展方式
不一样，我们圣人窝是第三产
农业名声在外。”朱春春说，徐
庄镇从2016年起开始对圣人
窝观光农业进行了规模发展，
对分散的土地进行了集中流
转，村民们也从这些“不种可
惜，种了白种”的山地中解放出
来，土地收益，加上或务工或搞
经营，收入翻了个番。

2018年，徐州圣人窝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成立，2000亩的
圣人窝樱桃谷得以统一规划设
计、集约种植。

经营方式融入文化基因

单纯搞采摘并不过瘾。
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圣人窝村正尝试农旅
深度融合。

按照打造圣人窝“农业公
园”，三产带动一、二产发展的
思路，现在的圣人窝核心区，油
菜花、樱桃树、百日红、向日葵、
波斯菊、土豆、地瓜、西瓜等各
种花卉、果蔬错时种植，加上圣
人窝独有的梯田地貌，花开时，
黄色、粉色、紫色的花海交错起
伏，美得妙不可言。

在圣人窝村北侧吕梁观光
道两侧，徐庄镇还沿重埠、薛湖、
山黄、赵疃、安乐、毛庄、吴楼等
村，发展樱桃、葡萄、李杏、西瓜、
花椒、杂粮等种植产业带。

与此同时，停车场、公厕、

民俗等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
一个四季有花海、四季有果摘
的现代农业公园初具雏形，加
上民俗演出、美食节、摄影沙龙
等文化活动的策划，“圣人窝樱
桃节”品牌影响力初步彰显。

“春赏花，夏摘果，秋冬季节
主打圣人窝丰收节、采购节。”徐
州圣人窝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兆龙说，圣人窝种植带不
仅在种植上科技含量更高，且更
着重向深加工领域延伸，现在，
土豆脆、樱桃酵素、葡萄酒、果酱
等已实现了量产，三产、二产、
一产实现了联动发展。

今年一月，圣人窝村获批
省级第三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项目。

“春花浪漫，初夏樱桃红，
秋果遍地，冬雪漫山坡。”从一
棵樱桃树开始，圣人窝，这个千
年古村落，正围绕民俗、文化、
旅游、餐饮、休闲等多个领域，
打造全域旅游，走出了乡村发
展新模式。

圣人窝的农业+
徐庄镇圣人窝村凭借“樱桃经济”走出一条现代农业新路

本报讯：为促进农村演出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
的社会文化环境，日前，宣传部
启动了为期两个月的农村演出
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通过对全区文艺表演团
体、个体演出经纪人进行‘拉网
式’集中排查，全面掌握演出市
场基本状况。”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我们结合经开区农
村演出市场实际，研究制定了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强
演出市场管理的通告》，对演出
中有低俗淫秽表演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依法进行严厉打击。
据了解，为加大整治工作力

度，一方面，利用各类新闻媒体
广泛进行宣传，形成家喻户晓的
浓厚氛围。另一方面，联合公
安、工商等部门强化对农村唢呐
班管理，对有淫秽色情等违法违
规演出的，依法进行查处。同
时，发挥镇（街）文化站和“扫黄打
非”基层联络员的作用，摸清当
地红白喜事、庙会集市、商业促
销演出活动的基本情况，将演出
主体和演出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范围，确保演出内容依法合规。

经开区多措并举开展
农村演出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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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一度
的母亲节来临之
际，经开区各街道
社区纷纷开展各种
活动，以丰富多彩
的形式关爱母亲、
感恩母亲、颂扬母
爱，弘扬中华民族
孝敬父母、珍视亲
情的传统美德。

图一：大庙街道房亭社区为空巢母
亲送蛋糕，庆祝母亲节。

图二：大黄山街道大黄山社区“残疾
人之家“为老人们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表
达节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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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黄山街道为营造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浓厚的社会
氛围，扎实推动专项斗争工作
向纵深开展，不断提升群众的
关注度、知晓率，增强人民群众
对此项工作的认同感，开展了

“扫黑除恶保平安 打霸灭痞护
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此次宣
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50人次。

该街道政法办的工作人员

在活动现场，紧紧围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活动主题，结合实际为
过往群众深入解读专项斗争相
关知识，大力宣传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
发放《致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
封信》、宣传手册及宣传扇，公布
市、区两级的举报方式，鼓励引
导居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凝心聚力，
共同打赢扫黑除恶战。

扫黑除恶保平安
打霸灭痞护发展

大黄山街道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
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由经开区宣传部
（文明办）牵头组织的“律动金龙
湖”群众舞蹈大赛，经过初赛、决
赛等环节，日前圆满闭幕。

“本次大赛旨在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赛自下而上层层集中组
织7场，万名群众直接参与。”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活动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丰
富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
动内容，为经开区建设现代产
业园区，奋力走在高质量发展
前列凝聚了精神力量。

据了解，本次群众舞蹈大
赛辐射面广、群众参与积极，既

有社区小区广场舞蹈队，又有
专业舞蹈培训机构参赛，广场
舞、民族舞、现代舞、街舞、鬼步
舞、拉丁舞等纷纷登场，是融合
精神性、文化性、审美性为一体
的新时代文化实践活动。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说，举办本次活
动不仅仅是单纯的舞蹈比赛，
更是以舞蹈大赛为载体，让经
开区群众都能亲身参与到文明
实践活动中来，不但能切实感
知文明，还能通过这种形式，提
升文明意识和文化素养，充分
展现新时代经开区的整体精神
风貌。大赛还通过开通网络直
播等形式，最大限度地加强宣

传、扩大影响。
据了解，在本次活动决赛

现场，共有23支队伍参加角
逐，经过激烈比拼，教体局推
荐的徐庄实验小学舞蹈队夺
得一等奖，大庙街道推荐的夕
阳红舞蹈队、金山桥街道推荐
的金苑舞蹈队获得二等奖，金
龙湖社区舞蹈队、霓裳之舞舞
蹈教育艺术中心、东环街道妙
儿舞蹈队、春之梦舞蹈队获得
三等奖，老年大学舞蹈队、徐
庄镇时光舞蹈队、大黄山街道
办事处舞蹈队、大庙街道酷动
舞韵舞蹈队分别获得最佳风
采、最佳活力奖。

律动金龙湖 幸福舞起来
“律动金龙湖”群众舞蹈大赛圆满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