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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城东南20公里处，有一个美丽小镇
——香城镇。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是春秋时期鲁国先贤子莫、徐辟等历史名人的
故里。同时，香城镇境内生态资源丰富，拥有
五宝庵山国家森林公园、狼舞山省级水利风景
区、莫亭湖省级湿地公园等各类景区6处，是国
家生态镇、国家卫生城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
镇、山东省旅游强镇。

近年来，香城镇在党建引领下，紧扣
“23311”的工作思路，锚定实现群众致富、集体
增收“两大目标”，聚焦党建引领、文旅融合、乡
村振兴“三项重点”，建设食品医药物流园、百
村共富创业园、小商品加工产业园“三大园
区”，打造山水香城“一张名片”，守牢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等“一排底线”，推动项目建设、产
业振兴、文旅融合、民生服务等同频共振。

产业兴方能百姓富，该镇创新开展“百村
百业、强村富民”行动,扶持引导苗马村千亩良
田种植基地、大黄村协和农业生态园、瓦石沟
天瓦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等一批优秀典型做
大做强，再通过发挥“中心村”“示范村”优势，
以强带弱、产业联营、抱团发展，辐射带动实现

“共富”，今年张桃园村种植专业合作社新上平
菇菌袋8万袋，预计可产出平菇30万余斤。深
度开展“村企联建”,前相庄村与泽铭源超市长
期合作,农产品通过“天鲜配”物流直达泽铭源
超市,打通农产品从田里进城里的高速通道。

百姓钱袋子“鼓”起来了，精神也要“富”起
来。香城镇每年策划举办北齐乡村春晚，组织
村民编排节目，让村民当“主角”，村民从“围观
者”变成“参与者”，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主人翁
地位，更让他们在参与“北齐春晚”的过程中，
深刻感受家乡变化。同时充分发挥文旅资源
优势,探索“市场化”节会举办机制,发布全域
旅游“手绘地图”,通过举办老龙湾梨花节、乡
村音乐嘉年华、农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累计
吸引周边游客20万余人次，带动各类农副产
品、非遗文创产品各类美食销售收入达500余
万元。

下步香城镇将继续围绕产业振兴，不断
挖掘文化资源，创新改革思路，发挥本土资源
优势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和农文旅融合发展，
为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贡
献力量。

党建引领
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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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丰收忙——香城镇阳光玫瑰种植园内修剪装箱

敬老幸福餐——北齐庄村重阳节文化活动

梨花香满园——老龙湾生态梨园景色

喜上眉梢——苗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分红现场 亲子乐采——香城镇洪山樱桃园内游客采摘樱桃紫气东来——大黄庄村紫色菜花丰收 “姜”来可期——苗马村生姜种植基地收获生姜

奋进香城——小城镇一隅

知书达礼——泉山沟村乡村文化建设欢聚一堂——香城镇2024年乡村春晚暨新春联欢会国旗下的少年——香城镇中心小学开展我和国旗合个影活动

企业风采——晨非乳品产业园

百村百业——张桃园村平菇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