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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也是最伟大的书
写者。烟台是农业大市强市，历史悠久，物产丰
富，承载着丰厚的农耕文明和人文积淀，1984
年被列为我国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至
此，烟台进入大开放、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在
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创新发展、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推动传统农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根本性转变，率先进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新赛
道。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根本在

变革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共识是实践的动能。
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中，烟台
人率先提出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新理念、新
思路、新范式。“农业产业化”这一理念一经提
出，便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就直言不讳
地说：农业就是一大产业，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

“化”字呢？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也有人
指责说：烟台人自作聪明，自我作秀。农业产业
体系还没有形成，哪来的产业化呢？缺少实践
性、理论性。

这是一场传统与变革的交锋。烟台人从实
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据争、以理服人。

首先，土地碎片化与规模化的矛盾日趋凸
显。烟台地处丘陵，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
1.08亩。家庭承包的耕地因为优劣搭配，三四
亩地被分为五六块，七零八落，原来的大田变成
了小田。在耕种上相互穿插，在管理上相互制
约。为了方便生产管理，农民通过地缘、人缘、
情缘关系，私下将小块并成块、大块连成片，进
行合伙经营，组建起松散型的联合体，形成“远
看一大片、近看有界限”的各种园区，这实际上
是农村已经在向农业产业化的方向演进。

其次，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
场，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
市场。一是，小农经济势单力薄，无力抵抗频
繁来袭的自然灾害，无法抗衡跌宕起伏的市场
风险；二是，少而全的生产方式，提篮小卖的经
营模式，不可能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始终
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三是，因为信息不灵、
盲目生产、盲目发展，产品不是多了就是少
了。多了贱，少了贵，这种过山车式的市场经
济，曾让烟台的葡萄、山楂种植和兔业发展出
现过大起大落，让农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教
训深刻。后来，农户与企业签订产销协议，农
户按照要求组织生产，企业按照协议包销产
品，公司与农户互惠互利、休戚与共，解决了农
户的产品难卖问题。

再者，农业多收获与农民少收入的矛盾年
深日久。多少年来，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
势群体，已成为不变的事实。其原因是体制问
题，农业被分解为三大块：生产在农村，加工在
城镇，流通在商贸。据调查，在整个产业链条
上，从事生产环节的农民只能获得25%的利润，
而其他75%的利润被加工、流通环节获得。要让
农民由穷变富、让农业由弱变强，就要把农业产
业体系完整起来，一体化谋划、一体化经营、一
体化推进。农民不仅要得到生产环节的利润，
而且要得到加工、流通环节的部分利润。这种
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范式就叫“农业
产业化”。

共识，在论证中孕育；思路，在实践中催
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念无可争辩地扎根在
广袤的烟台大地上。“农业产业化”是对传统经
营方式的挑战和冲击，也是对生产关系的微调
和创新。这种新理念、新思想、新范式吻合农民
意愿，契合发展规律，应和乡村振兴，是带领小
农户走进大市场的阳光之路，是加快农村发展
的振兴之路，是推动农民增收入、农业增效益、
农村增活力的奋进之路，是建设中国式农业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关键在

龙头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关键在于龙头企业
的带动。龙头企业之所以被称为“龙头”，是因
为它具有上联市场、下联农户，开拓市场、引导
生产，深化加工、配套服务和辐射带动的综合功
能。建好一个龙头企业，就能占领一方市场、带
动一批农户、振兴一项产业。烟台市委、市政府
逆向思维，反弹琵琶，把扶持生产变成服务企
业，把抓龙尾变成抓龙头，抬龙头、挺龙身、摆龙
尾，群龙舞起产业化。

（一）笃实筛选培植优秀企业走上农业产业
化的舞台，挺膺担当农业龙头企业。一是揭榜
挂帅，公开竞争。市里从经营规模、经济实力、
科技含量、市场前景等方面统一制定标准，统一
招标揭榜，推动国有、集体、个体、联合体、外资
一起参与，竞相揭榜，挂帅出征。二是竭尽全
力，赋能前行。“八五”以来，烟台市的金融部门
每年拿出3亿元左右资金，用于榜上有名的企业

“上、扩、改、联”；从1992年开始，市财政每年拿
出300万元、税务部门每年拿出800万元周转金
扶持龙头企业；从1994年开始，国家每年提供给
烟台6000万元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建设资金，全

部用于龙头企业发展。三是总结表彰，激励奋
进。“八五”期间，烟台市县两级命名表彰了一批

“农副产品出口创汇大户”“农副产品骨干龙头
企业”，并对企业负责人给予精神和物质两方面
的重奖，在全社会营造出“谁当龙头谁光荣”的
浓厚氛围。

（二）笃实推进乡镇企业涉足农业领域，实
现华丽转身，成为农业龙头企业。烟台乡镇企
业起步早、体量大，曾经是烟台市国民经济的半
壁江山。在“二次创业”中，部分乡镇企业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将立足点转移到农
业产业化的轨道上，大力发展“农”字号企业。
特别是那些耗能高、效益低、档次差的企业，抢
抓机遇、转轨变型、拓展新赛道、开辟新空间，扛
起农业龙头企业的大旗，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
力军。烟台龙大集团就是其中一例。起初，它
是一个镇办的砖瓦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企
业负责人纵观市场发展趋势，毅然决然地作出
决定，一举炸掉砖瓦厂，组建起果蔬保鲜公司，
实现脱胎换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先后办
起8家合资企业，建起6个国际一流水平的全封
闭无菌加工车间，进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
开发出加工出口创汇6大系列、80多个品种的

“龙大”牌产品，畅销日本、韩国、美国、台湾、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

（三）笃实推进招商引资走深走实，多层次、
多形式、多成分地创办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侨资、外资、中外合资企业纷纷
投资烟台，兴办农业龙头企业。在中外合资企
业中，村集体利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资金、资
产、资源入股企业，与企业共同投资、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据统计，全市三资企业共
发展644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20家，利用外资
4.3亿元。莱阳市围绕蔬菜加工办起18家农业
三资企业，带动75家初加工企业、120个初加工
点、8万农户，年加工出口10万吨蔬菜产品。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核心在

联合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核心问题在于各环
节之间的相互融合、无缝对接，结成利益共同
体。起初，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下，公司把农户
带进了市场，解决了销售难的问题。但是，双方
都想追求利益最大化，很难结成利益共同体。
显然，二者之间缺少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它是小环节、大载体，是连接
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农户与政府的桥梁和
纽带。从某种意义上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是家庭经营的自身要求和自然延伸，是提高农
民的组织化程度、市场化水平的必然选择。莱
阳宏大食品有限公司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例
证。上世纪90年代，按照“民办、民营、民受益”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劳分配、按股分红”的
原则，宏达食品有限公司联合6个乡镇100多个
村庄的583个果蔬大户，成立了宏达果蔬合作
社，社员以菜地、果园入股，公司以冷库、车辆入
股。公司对合作社下达种植和收购计划，提供
物质、技术服务，保护价收购社员的产品，并从
盈利中拿出10%，按社员交售实物量返还给社
员；合作社组织农民搞好原料生产，对外经营为
社员争利，对内服务为社员让利，成为连接公司
与农户的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公司与农
户真正实现了利联利、心贴心，在农业产业化的
链条上，营造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让“一条龙”各环节之间连接得更加紧密、更
加融合。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烟台不断创
新体制机制，按照“一个产业、一套班子、一个规
划、一套政策”的要求，建立起领导决策和组织
实施体系，把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
节捆在一起，统一谋划、统一推进、统一管理，一
条龙抓到底。在这方面，海阳就是其中一例。
他们围绕果品、蔬菜、畜牧、水产、蚕业五大支柱
产业，建立了“四个一”管理机制；一个县级领
导、一个主管部门、一个龙头企业、一个生产基
地，有项目、有责任、有组织、有领导，环环相扣，
顺畅运作，有序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实现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基础在

基地

改革开放的浪潮将烟台农业农村推向跨越
发展的新高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烟台市
委、市政府就以改革的大手笔、开放的大格局，
先后对种植业内部结构、农业内部结构、农村一
二三产业结构，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大调
整，相继推出建设“山上烟台、海上烟台”、畜牧

“双百工程”、乡镇企业“龙虎工程”等重大举措，
培植起粮油、水果、水产、畜牧、蔬菜五大支柱产
业。1992年，顺应开放的需要，烟台推出“四个
百万亩”农业开发开放区，即100万亩粮田、100
万亩果园、100万亩林业山滩和100万亩浅海滩
涂，作为招商引资的基地，并附带13条优惠政
策，释放出烟台人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展现出
烟台人的博大胸襟。一年后，又将“四个百万
亩”量化、细化成“412”基地，即市里抓40个市级
基地，每个县市区分别抓10个县级基地，每个乡
镇分别抓2个乡镇级基地，逐级抓基地，层层抓

落实。对内大开发，对外大开放，以开发引领开
放，以开放倒逼开发。开发、开放在互动中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新领域。
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烟台全市建成各种农产
品基地643个，面积达到419.1万亩，其中，市级
基地40个、面积170.4万亩；县级基地137个、面
积 159.9 万亩；乡镇基地 466 个、面积 170.4 万
亩。基地建设已成为农村改革开放的一大亮
点。通过基地建设实现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农
户联合，推进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一体化
经营、系列化服务向纵深拓展，形成了围绕龙头
企业建基地、突出特色建基地、连片开发建基地
的新格局，出现了重点区域有特色、重点行业有
规模、重点产业有典型的新氛围，成为实践农业
产业化战略的“中流砥柱”。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重点在

品牌

品牌建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肯綮。
“品”是灵魂，是对品质、品位的全面提升；“牌”
是旗帜，是对内在质量的认同，对外在品相的认
可。自1994年以来，烟台围绕升级老品牌、开发
新品牌、培育“洋”品牌的发展规划，全面实施了
农业品牌化战略。

升级老品牌，重塑品牌新形象、新品质。随
着岁月的变迁，一些年久的老品牌品质或品位
老化退化、变质变味，需要更新改造、重塑形象，
让老字号品牌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比如，烟台
苹果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进入上世纪80年
代后，因品种老化、管理粗放质量下降，一度受
到国内外市场的冷落。在改革开放中，烟台以
10多家果树科研部门和30多个果品加工企业为
主体，实行品种更新换代，先后从日本引进开发
了红富士、新乔纳金、北斗、新红星等上百个优
质新品种，指导农户采取倾杆嫁接、多枝嫁接、
高截换头等技术，对老果园进行大面积的嫁接
改造，建成全国最大的红富士基地；引进推广了
药物套袋、铺设反光膜、清洗打蜡保鲜、果汁脆
片加工等国外十大先进技术，开发出“皇家”“鲁
冠”“润飘”等一大批全国名牌果品，重新走俏海
内外。在1994年全国评出的20个北方优质果
品中，烟台苹果占了15个，并包揽了前7名；年
出口东南亚国家和地区10多万吨，成为创汇农
业的一支劲旅。

开发新品种，打造品牌新优势、新赛道。围
绕“引洋、养野、串季、仿古”的八字开发方针，着
力挖掘独特的地域禀赋、乡土文化以及农耕文
明，开发特色农业，培育新的品牌、新的生长
点。自1994年以来，烟台全市上下的经营主体
和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引进
国内外的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和先进的管理
手段，改造传统农业，提高产品质量。他们累计
投资2亿多元，引进180多个农业新品种、160多
项农业新技术、110多台（套）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设备，创出红富士、山东梨、烟台大樱桃、速冻蔬
菜、浓缩果汁、龙口粉丝、龙丰伊面、海珍品等一
大批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的
新品牌。在1997年第三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
烟台有5大系列、20多个品种、80多个产品被评
为农业博览会的名牌产品，占全省总数的五分
之一，列全国地级市之首。1998年，烟台已有
180多个农产品商标在国家商标局注册。“皇家”

“鲁冠”“润飘”牌苹果、“鲁霞”牌扇贝、“龙大”
“HY”蔬菜、“双塔”牌粉丝等产品商标还抢先在美
国、日本、加拿大、阿联酋、俄罗斯、泰国以及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注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名牌
产品。

培育“洋”品牌，拓展品牌新领域、新资
源。所谓“洋”品牌，指的是由外国独资企业原
创或产权归外国企业的品牌。投资烟台农业
领域的独资企业培育的农产品品牌，基本上都
属于“洋”品牌。例如，新加坡外商余大中受龙
口市优惠政策的感召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的吸
引，前来投资创办起独资企业复发中记私人有
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和国家时与
势的新变化，先后发展起冷风库、气调库、加工
厂房、运输车队、纸箱厂等完整的配套设施，先
是拉动起龙口市 6700 公顷山东梨的生产，紧
接着，该公司的经营种类从山东梨发展到苹
果、蔬菜，经营范围从烟台扩大到全省乃至天
津、新疆等地，经营层次从收购拓展到生产，开
发建设了 2 万多亩果品、蔬菜等基地，实行了
收购、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一体化运
作。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个“洋”龙头年
均加工、外销4万多吨“洋”产品，最高年份达
到8万多吨，全部销往东南亚及欧洲等国家和
地区，企业既发了“洋财”，又拉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实现了双赢。莱阳“龙大”集团，则先后
从日本引进了牛蒡、大草莓、胡萝卜、红根菠菜
等30多个蔬菜新品种，扶持农民种“洋”菜、发

“洋”财，产品全部出口日本。
凭海临风，海天壮阔。烟台范式的农业产

业化战略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走过昨天，谋改
革、抓龙头、筑实体、建基地、创品牌、联农户，营
造出富有烟台特色的产业链；走在今天，行进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改革创新，砥砺前行，涌动起
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与活力；走向明天，任重道
远，前途光明，升腾起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澎湃
动能和万千气象。

离团旺很近，走进团旺老街却是第一次。
老街深远悠长，老街暮色苍茫。老街在新街的
北面，相隔不远，却被新街旁边的高楼遮挡得严
严实实。倘若无人指路不易发现。新时代的繁
华毫无顾忌地把老街拒之门外，老街像失宠的
后宫独守一隅。

老街横贯团旺东西，长约千米，宽处六七
米。这在并不久远的从前，已经是很奢华的大
街了。如今，旧有的石板路被新农村的水泥路
面覆盖，两边的青砖小瓦房既像饱经风霜的老
人站立在老街两侧，又像放学排队的小学生，看
似规矩却不整齐。瓦缝里长出的茅草像多日未
剃的胡须，掉了油漆的门窗像老人饱经风霜的
皲裂的皮肤。站在街头放眼望去，历史感满
满。历史与时代永远都无法分开，没有孤独的
历史，也没有孤立的时代，历史远眺着时代，时
代回望着历史。1945年3月，中共胶东区党委、
行署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成立五龙县。县
政府驻地就在这条老街上。那以后的几年，老
街是五龙县的政治文化中心，民政局、公安局、
教育局、法院等党政机关单位都在这条街上。
1950年3月，全国刚解放不久，五龙县完成了历
史使命，重新划归莱阳县。如今，五龙县早已消
失在团旺人的记忆里，只是这条老街还在。

团旺也算是一座古镇，嵯峨山像一道天然
大屏障横在团旺之北。嵯阳河挣脱了嵯峨山的
怀抱一路南行，在团旺之南急转向东汇入五龙
河。先祖很早就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安家，他
们傍着嵯阳河建起房屋，慢慢就形成了一条大
街。大街雨天太过泥泞，人们便在上面铺了一
层青石板，于是老街有了最古老、最结实、最悠
久的硬化路面。最初，只因村子周边俱为洼地，
便取名“溏洼”，后来改为“潭汪”，后又改为“团
旺”，意取“团结兴旺”。

团旺团结兴旺，团旺英雄之邦。1938年5
月初，那个冒充中国人的日本浪人张宗援伙同
大土匪刘黑七，在招远祭完了军阀张宗昌的亡
灵之后进犯栖霞，结果被八路军五支队打得屁
滚尿流，双双率残部北逃。没过几日他们又绕
道攻占莱阳城。五支队奋勇出击，经一天激战，
夺回莱阳城。张宗援、刘黑七眼看着无法在胶
东立足，只好率部出逃。他们夺路向南，穿过嵯
峨山向团旺方向仓皇逃窜。八路军五支队一路
追赶到团旺，团旺街的百姓们积极配合，对这股
匪兵成功实行了切割包围，在团旺南洼摆开战
场，展开激战。这一战，张宗援被击伤，好不容
易逃回青岛，其残余队伍被改编。日本人看着
张宗援已经毫无价值，便削去了他的军职，张宗
援从此消失。在山东作恶多端的刘黑七在此战
中也损失惨重，他的三姨太被当场击毙，葬身团
旺大洼。刘黑七则丢盔卸甲，连重炮都丢弃在
路边，带着不足百人逃往胶县，转至鲁南老巢，
没了翻身的机会，慢慢销声匿迹。团旺追击战
打垮了两支匪兵队伍。

团旺名声大振。
五龙县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叫辛少

波。辛少波与当时的辛大力、辛紫上是同乡。
卢沟桥事变前，辛少波还是个学生，正在外地读
书。事变发生后，他就回到家乡莱阳。1937
年，他在辛大力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辛大力曾参加邓演达、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
党，回莱阳前一直在济南组织领导抗日活动。
辛大力回到家乡后，与辛少波、辛紫上等人以黄
金庵为掩护，在莱阳南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黄金庵是莱阳东南部的一座寺庙，后改为小
学。抗战爆发前，辛紫上在黄金庵小学当老师，
后来加入共产党。五龙县成立后，辛紫上担任
首任五龙县县长，与辛少波成了搭档。大军南
下时，他出任南海区担架大队大队长，率担架大
队跟随南下大军辗转鲁南、鲁中战场，先后参加
了孟良崮、费县、滕县、三合山等战役，炮火中担
负运转伤员等任务，立下不朽功绩。

辛少波、辛大力、辛紫上这“三辛”当时在莱
阳很有名。

1945年到195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
个重要阶段。五龙县团旺老街承载着那个时代
的苦难与抗争，像一本大书，记载了五龙县军民
反侵略求解放的壮丽史诗。五龙县成立时，抗

战已经接近尾声，胜利的曙光普照大地。五龙
县政府成立的同时，也成立了五龙县独立团。
这年4月，刚刚成立的五龙县独立营就与南海
独立团的一个营，在民兵的配合下攻打辖区内
日伪军姜山（今莱西姜山）据点并成功收复，拔
掉了扎在五龙县的一颗钉子。首战告捷，五龙
县军民士气大振。不久，盘踞在青岛的日伪军
对五龙县实施报复行动，他们兵分南、北两路对
五龙县进行大“扫荡”。五龙县委、县政府从老
街发出命令，动员全县军民配合胶东军区主力
部队，对“扫荡”的日伪军进行袭击。鬼子两线
进攻，五龙县全面开花。哪里有鬼子，哪里就有
五龙县军民反击的枪炮声。经过19天的游击
战，军民们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进攻，歼灭日伪
军1000余人。解放战争打响后，1946年全县派
出子弟兵团1448人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34
次。1947年2月，五龙县委在团旺老街召开“反
蒋立功大会”和“公祭死难烈士和同胞大会”，上
万人参会，当即有2447名青年报名参军。他们
从老街出发，跟随大军参加了潍坊、莱芜、孟良
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一直打到福
州，拿下了近半个中国。

团旺老街成了当地有名的八路街。
老街最东头的十字路口拐角是当年的商

店，“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自
从1944年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后，“为人
民服务”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直到今天都
没有改变。老百姓每每看到这五个大字，心里
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老
街两边的房子几乎没有人住，门旁挂着的木牌
在默默地告诉路人，这是五龙县的民政局，那是
五龙县的公安局。一栋栋青砖小瓦房与现在的
政府机关相比大相径庭，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团旺老街上丁姓人家居多。清朝顺治年间
曾有个叫丁元印的人，是顺治三年（1646年）的
顺天举人。官职做到广东德庆州知州。丁元印
父亲丁时扬武功高强，是栖霞起义领袖于七的
同门师兄弟，曾跟随沧州著名武师胡登仙习
武。传说丁时扬学成下山时，师父胡登仙告诉
他：“于七将来会起事，起事必定会去找你，到时
候如果他占水就去助他，如果是占山的话你就
不要去了。”于即鱼，遇水则生，占山必亡。顺治
五年，于七果然在栖霞发动起义，并派人来到团
旺老街，请丁时扬前往牙山合伙起义。丁时扬
回想当年师父的教导，婉拒了于七的邀请。不
知是听了丁时扬的话还是巧合，不久后于七接
受了政府的招安，在县衙门里做了把总。十三
年后于七揭竿而起在牙山发动了二次起义，清
军运来红衣大炮，把牙山团团围住，起义再次以
失败告终，于七也下落不明。

丁元印从小受其父影响，聪明好学，心胸坦
荡，为人正直。志书记载：“元印为人磊落，胸怀
坦荡，片言投契，便肝胆相倾。”

德庆州是散州，在清朝相当于县的编制。
丁元印到任后自然展现出老街人的处事风
格。他遍走全州，体察民情，结合当地的情况
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政绩很快就凸显出来。
这样的好官当然备受乡民拥戴，声名与日俱
增。到任的第二年，丁元印的母亲突然患疾卧
床，得此消息，他权衡左右，放弃了大好的前
程，辞官返乡侍奉老母，直至终老，这是很多人
无法做到的。所以，当他去世后，有人撰文曰：

“君高才绝学，娄困秋风，晚捷京闱，粤东筮刺
不期淹而德庆之章服，致思于猿鹤矣。虽当途
挽辔兆姓扳辕，曾不一易其心，强亦甚焉，汉疏
晋陶若是班乎，余与君髫交五十余年，缀行五
十有七，而今堇三人，一念盍簪,可勿时时作朋
与，而何不数数然也。”文中把丁元印比作古代
的二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和陶潜，对他的
敬仰之情由此可见。

“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纷纷。回首望长安，
城阙郁盘根。”老街蕴藏着悠悠往事，蕴藏着历
史风云。青石板铺砌的路面已经不见了，青砖
小瓦房如同航标灯，浮浮沉沉。走近它，审视
它，抚摸它，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传导，宛如甘
醇的烈酒，带着醉人的醇香。

这是历史的酿造。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
烟烟台台范式范式

□赵培策

凭海临风，海天壮阔。烟台范式的农业产业化战略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走过昨天，谋改革、抓龙头、筑

实体、建基地、创品牌、联农户，营造出富有烟台特色的产业链；走在今天，行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改革创

新，砥砺前行，涌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与活力；走向明天，任重道远，前途光明，升腾起中国式农业现代

化的澎湃动能和万千气象。

团旺老街
□邢德论

1945年3月，中共胶东区党委、行署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成立五龙县。县

政府驻地就在团旺老街上。那以后的几年，老街是五龙县的政治文化中心，民政

局、公安局、教育局、法院等党政机关单位都在这条街上。1950年3月，全国刚解放

不久，五龙县完成了历史使命，重新划归莱阳县。如今，五龙县早已消失在团旺人

的记忆里，只是这条老街还在。

“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纷纷。回首望长安，城阙郁盘根。”老街蕴藏着悠悠往

事，蕴藏着历史风云。青石板铺砌的路面已经不见了，青砖小瓦房如同航标灯，浮

浮沉沉。走近它，审视它，抚摸它，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传导，宛如甘醇的烈酒，带

着醉人的醇香。

老街一隅老街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