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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庄采风回来，生活又回归了平静，但耳边始终有
一种声音在呼唤，心里仿佛也有一面回音壁与之呼应，那
种感觉是从前参加类似活动所没有的。我发现自己“怀
孕”了，如果不“生”出个娃娃给孔庄父老看看，就好像对
不起他们似的。

那么，孔庄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人如此勾魂摄魄呢？
其实，这种感觉从龙泉镇政府驻地到孔庄的路上就有

了。那天，是个好天气，形态各异的云朵像一块块白手帕
擦拭着天空，而它的倒影在经过的水塘里就像那些欢快的
鱼儿在追逐戏谑。俗话说，观景能生情。是的，在那样的
氛围里去采风，的确能随机生出一些联想与感叹来。譬
如，看到山路在野花与青草中蜿蜒起伏，就想到龙；看到周
围山上神态安详的石头，就想到佛，想到仙，而孔庄更甚。

等我们在村委的会议室落坐，看到那些陌生却又似
乎熟悉的面孔，一股巨大的暖流顿时油然而生。他们多
像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啊，脸上布满岁月的沟壑，但眼睛
明亮有神。面对我们，他们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般地
介绍起他们所挚爱的村庄来。

还别说，他们的底气还真不是自嗨的。孔庄40多户
人家，老辈人清一色都姓孔。虽然村子小了点，但气场很
大，人与人之间非常团结友爱，特别让他们自豪的是这里
出了两位将军，一位是曾经的大军区副司令，一位是现任
的上将，村子南面的将军谷与将军石的命名就是佐证。

一个多小时的座谈结束后，我们对这里都有了一个
大概的印象，那就是：村落不大有名，民风古朴纯真，环境
优雅养人。不然的话，村里人也不会那么长寿，最大的年

龄都近百岁了，而且从没有发生过盗窃斗殴等刑事案件。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村委干部的陪同下，我们一

行五人提着早已按捺不住的心来到了户外。只见一条条
柏油小路如蛇形在错落有致的民房中蜿蜒而行。随行的
村干部介绍说，这是2009年村里一位在外做生意的乡亲
捐资30万元修建的，包括村里的娱乐休闲场所都是。放
眼四周，家家户户的小院里都种满了月季、玫瑰、牡丹等
各色花卉，有些花枝还越过墙头，向我们招手致意。

出了自然村落，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处宽阔地带，抬
头望远，只见南边的一个山头上隐隐约约矗立着一块巨
大的石头，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仿佛一位不怒自
威的大将军，守卫着山下的芸芸众生，这就是颇具传奇色
彩的将军石了。而在我们旁边，是一排排杏树、桃树、苹
果树和樱桃树。泛红的大樱桃已经果实累累，这也是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印象颇深的是走进路边用一些花枝搭建的小门后所
看到的景象。河水潺潺，鸟声啾啾，有竹筒做的小水车顺
流而动。顺着河沿寻去，一座在葡萄架掩映下的小院暴
露出了行踪。院内鲜花怒放，各种瓜瓜菜菜青翠有序，木
栅栏旁的躺椅与石桌石凳以及上面摆放的茶具，无一不

诉说着它的主人的浪漫与惬意，大有古时陶渊明生活之
遗风。征得主人同意，我们进屋参观。这是一座三层别
墅楼，装修考究，里面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女主人姓
邵，2009年和丈夫买下了这块地方，看中的就是这里高雅
脱俗又自带灵气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泉水，那可是从大山
深处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掬一口能甜
到人的心坎里。现在，夫妻二人每到周末就在这里住上
两天，种花种菜、抚琴、洗温泉，真正过上了一种与世无
争、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说到好山、好水、好风光，陪同的沙经理深有感触。
前几年，她利用自己的房子开了一家民宿，来住的客人络
绎不绝。我们到她家看了看，只见窗明几净，两个标准间
既宽敞又干净，与我在知名旅游打卡地见过的并无差
别。锅里的农家饭都是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做的，散发
着那种原生态才有的香味，一闻就有食欲。据村干部介
绍，随着小山村的美名远播，全国各地来的游客越来越
多，旅游业也成了村民收入的另一个来源。

回村的路上，我们来到了村史馆，这里收藏的都是上
世纪的农具和村民用的老物件。看得出村民们很在意那
段历史，也许只有在今昔的对比中，才更能让后人体会出
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矣。

告别孔庄的时候已临近中午，此时，艳阳高照，雀鸟
欢唱，炊烟袅袅；远处青山含黛，绿水如眸，整个小山村如
同一位藏身仙境的佳人，那么让人惦记，那么让人爱恋。
我们和这里的干部合影留念，依依惜别，并相约一定会再
来，因为我们早已心心相印。

“都是昆嵛山的孩子啊。”同伴一声肺腑感
慨，带出满目光芒。

东面一座三角山，屏风一般矗立眼前，一副
敦厚老实的模样儿，山腰的石头块、曲折的沙石
路赫然清晰。一串连绵的小山，从三角屏后面探出脑袋拉着手，袅
袅娜娜走着走着就将个小山村围了起来。

南面的连绵小山跟村头之间是一片平坦空地，几畦快要成熟的
麦地连着一园菜地。有去年冬天几场大雪垫底，再加上今年贵如油
的春雨踩着节拍下过几场，一眼望过去黄绿相间。

“河呢？不是说有条河在村前，所以才叫河北村？”
“以前叫河北。因为跟另一个村重名改叫河北崖。在早（以前）

村前有条河，叫鸾奎。后来没有了。”说话的是河北崖村的支部书
记，“河道还在。看，从那儿到那儿往那儿都是。”他举起手臂遥遥一
指，从东向西在空中画下一道曲线，从山脚绕过村子往后去了。

支书的读音很奇怪，把崖念作yai，倒都是二声。“是山崖，yai是
河崖。”支书跺跺脚下——崖下的菜园原来竟是河道。园里一畦莴
苣，叶子油亮姿态舒展，园外是畦畦麦田，绿毯一般铺展，再远处就
是山。

“走吧，看胡同去。”同伴招呼。这个古老村落以特色卓然的
胡同而闻名。要说胡同自然想起北京胡同。一座座四合院，朱红
大门绿色瓦沿，肩并肩，手拉手，面对面，一字排开，悠长又悠远。
若是这个胡同带点儿弧度，再有个老北京板爷蹬辆三轮车，光膀
子上搭根毛巾，低头眯眼一声高一声低地喊两嗓子“冰糖葫芦”，
那味儿才正呢。

胶东地区的胡同跟南方的高墙大院或小巷里弄，格局样式差不
多，风情差异还是挺大的。天高海阔，云轻朗照，那房子也是硬且疏
朗。不论是泥坯石墙草顶，还是砖瓦组合，都透着一股子敦实。胡
同直贯南北或直通东西，两边是房子挨着房子的联排，五六七八、十
来家不一定，或者房前屋后或者门对门。不论哪一种，站在这头总
是能看到另一头。街坊四邻天天敞着门，不到夜里睡觉从不关闭。
邻里说话都是喊，隔着墙头喊，隔着街门喊，屋后对着屋前喊，站在
这个胡同口朝着另一个胡同口喊。

河北崖的胡同，从这头也能看到那头，但得是两头的门都没关
或者两头的人都站在门里的情况下。没错，朋友，你猜对了，河北崖
村的胡同两头是有门的！那门坚实如铁，厚实如墙。两头大门一
关，就是一座独立城堡。如此奇特，免不了多问。赵支书一副淡定
的俗常模样，显然回答过很多遍。

万历末年的大明王朝，积弊日深，官场贪墨横行，搜刮无厌，加
上长年大旱，民不聊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族居昆嵛山下沁
水河畔赵家庄的赵氏先祖兄弟五人，决定踏寻新的生长地。他们向
昆嵛深处走去，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来到此间：一片平坦之地被群山
环抱，一条小河从密林中蜿蜿蜒蜒流出，几块石头散布其间，流水叮
咚跟树上鸟鸣相和恰似鸾鸟长鸣。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立刻俘获
五人之心，他们就此扎根，繁衍至今已有400多年矣。整个村子现
有二百多户人家计七百多口人，皆为赵姓，同宗同源。偶有外姓，也
与赵姓有着很深的渊源。

虽处山林腹地，不易被外界发现，桃花源却也危险重重，野兽
环伺，匪寇贼人良多。种粮鸟啄粒鼠吃种，养鸡蛇吃蛋黄鼠狼吃
崽，猪牛羊统统不敢放养，有狼无声盯视。被盯视的岂止猪牛羊，
还有人和狗。那年，赵大成——五兄弟之一，上山打柴，被狼盯
上。赵大成抖着腿往回走，心快跳出腔子，柴禾散落，他越走越快
跑起来，狼跑得更快。眼看命丧狼口，幸好兄弟们吆喝着跑来，狼
才慢慢转身走回山林。不少贼人作奸犯科后逃窜到深山密林，加
之乱世匪寇四起，盘踞深山，这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的深山小村和
村里手无寸铁的朴实庄户就成了他们打家劫舍的新目标。明末
清人来袭闹，村人终日惶惶，夜夜难眠。

既然不能主动出击，那就做好被动防御。聚族而居的村人将安
身立命的房舍看作己身，紧紧相连，石头打基石头砌墙。内墙连着
内墙，低且薄；外墙连着外墙，高且厚。户门面对面，窗户小又小，隔
墙轻声呼，对面已闻见，联络照应何其方便。村外挖下壕沟，当街设
下哨卡，胡同口建立门卡。沟深，墙高，门坚，防严，狼虫不得进，盗
贼也难入。良好的效果，使这一建筑格局得以延续并不断加强终成
特色。

每个胡同里的居民都是近支。一条大街贯穿东西，每一支的先
辈沿大街一侧建宅后，其子孙后代依次往南往北往胡同尽头延续，
犹如大树开枝散叶。先是老子，接着儿子、兄弟、堂兄弟、孙子、重孙
子，一支成一脉，多支成多脉，时光流淌了400多年，赵氏大树长出
了24条枝杈形成了24条胡同。

“嘎达”一声锁开，“吱呀”一声门开，视线扎进悠长的胡同，更像
闯入岁月深处。石头墙，木头门，泥土地，灰色砖，土红瓦，尖房顶
……对门房顶相连，底下是穿堂过道，过道顶上梁空处，搁着杂物，
竹竿、楄筐、篓子、扫把等等。有些房子年久失修，墙上站着狗尾巴
草，随风招摇。有的墙倒了，院子生满杂草。一个没牙老太太坐在
胡同口门楼下马扎上，盯着我们走出胡同，脸上的皱纹跟胡同口那
棵老树皮一样深。

大街东头，一棵水杉，两人合抱，直直参天。金绿色的叶子层层
叠叠，跟地上盛开一片的虞美人一样娇艳。赵氏祠堂正中间，摆着
赵氏先祖的画像。无需任何科技手段，看样貌神情，肉眼即可判断：
一旁站立的赵支书就是他的后代。岁月这条河，尽管已经流过几百
年，先辈血脉依旧流淌在这胡同里，在赵氏子孙的血管里，就像鸾奎
河虽已消失，但相信她依旧流淌在那水杉梧桐里。

转身回望，蓝天白云下，金色阳光中，山无语村安静。一阵风
拂过面颊撩起长发，带着河水的清凉，难道竟是从鸾奎河刮来
的？“继述先人业，忠成慈绪昌，克家传世德，永发祖忠光”，这是赵
氏族谱辈分词，跟所有家谱一样蕴含着那个朴素的美好愿望：子
子孙孙永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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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土生土长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中
转移出来，进入农林牧渔多种经营领域，向山地、水域、滩涂、丘陵综合开发进军，涌现出一批种植业、
养殖业、加工业、运销业等方面的专业户、专业村，提高了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加快了专业化、
社会化的步伐。同时，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征的专业村、专业镇实现华丽的转身，由单纯的种
养业发展到加工业、运输业、销售服务业，一跃成为乡村企业。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烟台乡镇企业已成为烟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工业领域已是“三
分天下有其二”。在这个基础上，1994年，市委、市政府果敢而勇毅地提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依
靠科技创新求生存、图发展。由要素主导型转向科技主导型。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多层次的、具有
较高科技素质的人才队伍；显著提升一批骨干企业的工艺装备和技术水平；催生蝶变一批技术领先、
市场广阔、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孕育开发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出口创汇率
的名牌产品；深耕厚植一批高新技术密植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和生长极。烟台乡镇企业在“二次创
业”的历史征程中，重整行装再出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乡镇企业是中国的特色，是改革的硕果，伴随着我们走过半个多世纪。虽然
这个辉煌的名字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曾经的“胶东模式”，曾经的“半壁江山”，曾经的“大高外”“龙虎工
程”“二次创业”“二次改制”等亮点、思路、业绩仍然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辉映着农业农村的发展。

乡镇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是农业农
村的实践探索，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富裕农民生活的有力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
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烟台是国家第一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借
助于开放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以及人
才优势，烟台乡镇企业闻鸡起舞、登高望远，20世纪70
年代起锚、80年代扬帆、90年代远航，21世纪破浪，走
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改革开放为引领的发
展之路，率先走在全国前列，打造出乡镇企业“胶东模
式”，成为当年烟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起锚

历史孕育机遇，时代催生发展。上世纪50年代，伴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农村出现了一批副
业队、副业组、手工作坊等规模不一的企业雏形。后
来，慢慢地由“萌芽”长成“树木”，由“蚕蛹”化作“蝴
蝶”，在蜕变中整装待发。

1958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党中央发出人民
公社要大力兴办工业的伟大号令。烟台市委、市政府
发挥集体优势，开启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掀起气壮山
河的建设热潮，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以
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小钢联、小机械、小化肥、
小水泥、小煤炭等五小工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犹如
五朵金花，盛开在昆嵛山麓、渤海之滨，蓬蓬勃勃、欣欣
向荣。但是，国家为了加强工业建设，尽快补齐基础薄
弱的短板和弱项，在指导思想上是优先发展城市、优先
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允许地方与城
市、与工业争原料、争资金、争人才、争市场，对发展地
方工业和社队企业一直采取抑制措施，出台了一些政
策规定，要求社队企业坚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销售”的三就原则。同时，不允许社队企业从事商品运
输、流通等活动，致使社队企业发展缓慢。

乡镇企业是土生土长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中转移出
来，进入农林牧渔多种经营领域，向山地、水域、滩涂、
丘陵综合开发进军，涌现出一批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运销业等方面的专业户、专业村，提高了农业的商
品化、市场化程度，加快了专业化、社会化的步伐。同
时，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征的专业村、专业镇实
现华丽的转身，由单纯的种养业发展到加工业、运输
业、销售服务业，一跃成为乡村企业。

扬帆

春潮拍岸千帆竞，奋楫激流勇者胜。1984年3月
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
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取名为乡镇企
业。乡镇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而且是对农
村企业的肯定和助推，也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潮流
的顺应和把握。烟台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文件精神，
制定出台了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五条措施，突破了所
有制形式和经营行业的限制，由过去的社办、队办转成
乡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由农副
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拓展为农业、工业、商业、运
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多业并举的产业格局。至此，
我市乡镇企业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政策落地，春风化雨。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如同

久旱的禾苗，吸吮着改革的甘露、沐浴着开放的春风，
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大办乡镇企业的群众运动势如破
竹、锐不可当，很快形成燎原之势。随着国家改革开放
步伐的加快，农产品市场价格全面放开，农民生产经营
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进一步放开手脚从事商
品生产，推动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加快流动和重新组合，
就像打开闸门的渠水，一泻千里。有的以生产要素为
纽带，实行生产、加工、储藏、运输等环节上的协作联
合；有的则是运用合同的形式把农户与加工销售企业
联合起来，搞产销一体化经营。到1985年，全市已有
13个乡镇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18个村总收入超过
1000万元，牟平县宁海镇、蓬莱县登州镇成为全市乡镇
企业总收入率先超过亿元的乡镇。从1983年到1988
年的5年间，全市乡镇企业总收入947361万元，进入了
第一个全面发展的高峰期，实现了乡镇企业的第一个
历史性的飞跃。

远航

改革潮涌，风帆高悬。每一次潮头高涌，都会积蓄
起澎湃的创新动能；每一次惊涛拍岸，都会书写出神州
大地的日新月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烟台
乡镇企业曾一度在高速运行、快速发展中，出现了盲目
布局、重复建设，管理粗放、效益低下，能源浪费、良莠
不齐等走急走偏的问题，并带来环境污染的加剧、社会
矛盾的增加、市场挑战的严峻。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是
改革滞后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的“综合症”。改革中
出现的问题还需要用改革去解决。1989年，党中央审
时度势、把关定向，适时推出“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
推进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进入了调整、巩固、提升
的新阶段。烟台市委、市政府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正
确处理蹄疾与步稳、发展与整顿、长远与眼前、生态与
效益、精细与粗放之间的辩证关系，放缓速度、适度降
温，整顿秩序、规范市场，调整结构、缓解矛盾，制定出
台具体的产业发展规划，在全市初步形成汽车配件、新
型建材、果蔬食品、海洋化工、新型家电、电子材料及元
器件六大系列产品。同时，筹措两亿元资金，重点启动
扶持效益好、潜力大、市场广的优秀企业，推动乡镇企
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1990年，烟台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七
五”期间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十条基本经验，引
导企业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推动企业稳步提
高。是年，牟平县宁海镇西关村、新牟村、王家疃村、栖
霞县栖霞镇城关村、蓬莱县登州镇长裕村、龙口市诸由
观镇西台村等6个村产值突破亿万元大关。牟平县宁
海镇在全国乡镇企业“百颗星”评选中名列“全国最佳
乡镇”榜首。

调整释放新动能，整顿孕育新优势。1991年，烟
台市委、市政府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应势而
谋、顺势而动、乘势而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
构、创新增长动力，提出构筑“大高外”的战略布局。所
谓“大”，就是规模要大，具有带动辐射能力；所谓“高”，
就是科技含量要高，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力；所谓

“外”，就是企业产品要出口，能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
“大高外”三者是互相长入，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大
高外”格局形成之日，便是烟台经济腾飞之时。围绕建
设“大高外”，各地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培大、培
强、培优主导产业、拳头产品、品牌企业。在“大高外”
思路的引领下，乡镇企业跨越一个新的台阶，提高一个

新的水平。“大高外”成为烟台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一
个“经典”。

奋楫

潮平两岸阔，扬帆正当时。1992年，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浪潮从南到北席卷而来。机遇厚爱奋进者，时间
属于有心人。农业生产大发展，乡镇企业大跃升。烟
台市委、市政府按照对内大开发、对外大开放的发展思
路，先后对种植业内部结构、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一二
三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脱胎换骨的调整，相继推
出了建设“山上烟台”“海上烟台”“畜牧双百工程”等一
系列重大举措，培植起粮油、水果、水产、畜牧、蔬菜五
大支柱产业。规划建设“四个百万亩”农业开发开放
区，吸引外商外资合资合作搞开发、谋发展。栽下梧桐
树，引来金凤凰。莱阳“龙大”“鲁花”“春雪”等农产品
加工企业直接介入基地建设，将资金、技术、先进理念
等导入农村，打造加工企业的第一车间；一部分专业
村、专业镇，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直接投资办厂，演变
成乡村企业，形成产加销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拉长了
产业链，延伸了供应链，提升了价值链。全市选择50处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乡镇作为对外开放的50
条“龙”，100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村庄
和乡镇企业作为100只“虎”，演绎成烟台乡镇企业的

“龙虎工程”。龙腾虎跃，干成了许多过去不敢想、不敢
做的大品牌、大产业，带动乡镇企业走进高天厚土的新
境地。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烟
台乡镇企业已成为烟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工
业领域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个基础上，1994
年，市委、市政府果敢而勇毅地提出乡镇企业“二次创
业”，依靠科技创新求生存、图发展。由要素主导型转
向科技主导型。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多层次的、具有
较高科技素质的人才队伍；显著提升一批骨干企业的
工艺装备和技术水平；催生蝶变一批技术领先、市场广
阔、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孕育开发一批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出口创汇率的名牌产品；
深耕厚植一批高新技术密植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和生
长极。烟台乡镇企业在“二次创业”的历史征程中，重
整行装再出发。

破浪

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点火
器。烟台乡镇企业的改革之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股权制度改革。莱阳等地率先在乡镇企
业中推行股份合作制，形成一批股份合作社。两年后，
牟平新潮实业作为山东省乡镇企业第一支股票在上政
所上市。接下来，南山实业、龙喜股份、绍宇汽车、三元
萤石、新牟钢铁、蓬泰股份六支股票在地方产权交易中
挂牌交易。至此，烟台乡镇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幕
徐徐拉开。

第二步是产股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产权不清、责
权不明、政企不分、管理不严的问题。改革有阵痛，不
改会长痛。党的十六大以后，市委、市政府对标上面要
求，对第一次改革改制不彻底、运作机制不规范的问
题，主动靠前指挥、具体指导，提出“二次改制”。“二次
改制”的范围之广、措施之硬、力度之强实属空前，为企
业改组改革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步是催生民营企业脱颖而出。乡镇企业的产
权制度改革为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深耕沃土，厚植优
势。从1998年到2007年，烟台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
了若干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把民营经济提高到

“强市、富民、兴业、固本”的战略高度，推动民营经济拔
节起势。蕴藏在农民中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就将奔
涌出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
善政策体系，进一步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在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中，乘
势而上创伟业，接续奋斗谱新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乡镇企业是中国的特
色，是改革的硕果，伴随着我们走过半个多世
纪。虽然这个辉煌的名字离我们渐渐远去，
但，曾经的“胶东模式”，曾经的“半壁江
山”，曾经的“大高外”“龙虎工
程”“二次创业”“二次改制”等亮
点、思路、业绩仍然在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辉映着农业农
村的发展。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

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
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
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同时，本报
还面向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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