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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一家小院，睡一方土

炕 ，闻 炊 烟 ，听 鸡 鸣 ，看 羊

群⋯⋯近年来，在青海省西

宁市，一些城市里的人喜欢

到农村短期租房子住，享受

惬意的田园生活，追求诗和

远方，被称为“村房短住”。

据了解，“村房短住”在全国

很多地方也正在兴起。

“村房短住”是以闲置的

农村房屋为基础，将院子收拾

干净整齐，吸引城里人前来体

验乡村生活，租住时间一般三

五天到几个月，大部分小院每

月租金千元左右，价格易于接

受，而且水电暖网络等基础设

施齐全。与民宿相比，“村房

短住”主打原汁原味的农村生

活沉浸式体验，为城里的消费

者提供以农耕文化传承和农

事体验为主的自助服务，房间

收费相对较低。当前，正在大

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村房短住”有着积极的意义

和前景。

有利于盘活农村闲置资

产。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

部分农民进城，不少农村住

房长期闲置，不利于房屋日

常维护，农民财产也存在浪

费。发展“村房短住”，不仅

能够有效盘活农村闲置房屋

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也能保持房屋院子的整洁。在发展模式上，既有农民

自己出租经营的，也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专业的文

旅公司来统一经营的，让农民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

方式盘活利用闲置房屋，创新乡村全面振兴投融资机

制，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动力活力。

有利于推动乡村消费。“村房短住”不仅能吸引城

里人前来体验生活，还可以拉动本地农产品销售，拓宽

村民的收入渠道。据了解，“村房短住”者大都选择就

地消费，夏秋季节采摘农家菜、挖洋芋、摘果子，冬季腌

咸菜、腌酸菜，肉蛋粮油等在村里购买，新鲜好吃又经

济实惠。为了让租客更好体验乡村农家生活，很多村

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养鸡养鸭，种菜种花，还有一定

的生活服务，丰富了消费供给，增加了家庭收入。

有利于带动乡村深度游。“村房短住”成功将客人

留在乡村，进行深度体验，将流量变为“留量”，丰富了

乡村游的类型。而且相比民宿，基本没有淡季，有人喜

欢冬季的乡村，向往乡村恬静淡然的生活方式，生火炉

子、睡热炕头，一家人或者是朋友围坐，品尝农村的腌

酸菜、腌咸菜、腌猪肉等传统风味。此外，还有一些城

里人选择到一些植被丰富、含氧量高的乡村短住康养，

进一步扩大了“村房短住”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以及“美丽

乡村”“厕所革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越来越多的乡

村变得整洁宜居，缩小了城乡基础生活条件的差距，

“村房短住”发展前景可期，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
村房短住

﹄
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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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铁成环成网增添新动能
2024 年 10 月 21 日，G9227 次复兴号列车

从莱州站出发驶向烟台，标志着潍烟高铁全线

开通运营。其如同一条银色丝带，实现了胶东

半岛高铁的闭环，加速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

体化进程。至此，山东已有 13 条高速铁路，运

营里程达 3047 公里，位居全国第一。

回顾山东高铁的发展历程，从 2008 年胶

济客运专线全线贯通，到 2011 年京沪高铁的

通车，山东高铁实现了从零到“一横一竖”的跨

越。如今，随着潍烟高铁的通车，山东高铁已

经“成环成网”，出省通道达到 5 个。高铁就像

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

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

成为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运营里程连续增长

“2018 年 ，山 东 高 铁 通 车 里 程 为 1240 公

里，居全国第 7 位，高铁通车密度排在第 13

位。”山东省交通运输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来逢波认为，那时山东的高铁里程短、出省

通道少、互联互通程度弱。

自从 2018 年以来，山东奋起直追，年年有

高铁开通，运营里程一次次被刷新。2018 年

12 月 26 日，济青高铁、青盐铁路通车，山东高

铁运营里程达 1747 公里，济南、青岛间形成胶

济客专、胶济铁路、济青高铁“三线并行”的运

输格局；2019 年 11 月 26 日，日兰高铁日照至

曲阜段通车，沂蒙老区终圆高铁梦，山东高铁

运营里程达 1987 公里；2020 年 11 月 26 日，潍

莱高铁通车，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城市

时空距离再次缩短，山东高铁运营里程突破

2000 公里；2021 年 12 月 26 日，日兰高铁曲阜

至菏泽庄寨段通车，“牡丹之都”接入全国高铁

网，山东高铁运营里程达 2319 公里；2022 年 11

月 16 日，济南枢纽胶济铁路至济青高铁联络

线，即黄东联络线通车；2022 年 12 月 30 日，济

莱高铁通车，山东高铁运营里程达 2446 公里；

2023 年 12 月 8 日，济郑高铁、莱荣高铁通车，

打通了西向高铁通道，山东高铁运营里程超过

2800 公里；2024 年 7 月 18 日，日兰高铁全线贯

通运营⋯⋯

在东营，早日通上高铁是这个城市的期

盼。如今，建设中的津潍高铁正在打开东营

交通发展新格局。“我们春节假期没休一天

班，100 多名施工人员坚守岗位，一直在持续

推进东营南站城市通廊地下结构施工。”中铁

建工集团新建津潍高铁东营南站项目负责人

杨光介绍，东营南站施工的难点在于深基坑

开挖及营业线安全保障。为保障工期，他们

优化施工方案，采用新技术新工法，在克服冬

季施工难题的同时，加快了施工速度，保障了

基坑安全。

东营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燕飞

告诉记者，津潍高铁是东营实现高铁梦、高效

快速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头号工程。通

车后将形成连接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沿海大通

道，赋能当地经济发展，通过高效的人流、物

流、资金流集聚，加速黄河三角洲核心区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联动升级。“下一

步，我们将紧盯东营黄河公铁大桥等控制性工

程，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全线尽早通车，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燕飞说。

为城市注入新活力

泉海相连，铁路相伴。今年春节，新开行

的“济青快线”迎来首个春运，更成为旅客出行

新选择。

全程运行最快仅有 1 小时 21 分钟，让“济

青快线”的车队长周慧感触颇多：“‘济青快线’

的前身是‘齐鲁号’，那时候，早上 8 点开车，11

点 59 分才到站，在当时算是两地间最快的列

车。旅客在车上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哪像现

在，车内有车载视频，旅客也可以看手机缓解

旅途的疲惫。”时段优、速度快、旅时短的“济青

快线”让人们感受到“随到随走，一路畅行”的

便利，也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旅客乘着高铁去旅

行，加强了济南、青岛两大省内经济发展引擎

间的互动交流。

“自这个滑雪季开板以来，来自北京、济

南、淄博、潍坊等地的游客显著增多，和去年同

期相比，整体客流量增加了 35%，特别是省内

游客更多选择高铁出游。”龙口南山国际滑雪

场负责人介绍。

自今年一季度，潍烟高铁龙口站实行新的

列车运行图后新增车次至 30 车次，游客除了

可以到龙口感受冰雪魅力，还可以凭借目的地

为龙口的高铁票半价游览南山景区，进一步带

动了当地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潍烟高铁的开通，不仅带来旅游业的发

展，更促进了区域间的人才沟通、商务交流。

来自山东大学的于文斌教授，与龙口中宇热管

理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有着长期合作，高铁开通

以前，受困于车次少、时间长、距离远，很少到

企业现场指导。高铁开通后，以往 5 小时的路

程，目前不到 2 小时就能到达。如今，于文斌

随时联系随时到达，更便利、更高效，双方围绕

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动态闭缸系统技术开发

与产业化项目开展全面合作，一项项关键核心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实现了人才与城市的双向

奔赴。

便捷的交通也让前来考察项目、洽谈投资

的外地客商纷至沓来。来自北京的客商徐文

龙表示，以前只去过烟台，高铁开通后，便捷的

交通能速返北京与龙口两地，投资意向更进一

步。据了解，潍烟高铁开通后，龙口市先后与

吉利耀宁集团、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等知

名企业、学院开展座谈交流，促进项目合作。

配套产业借势腾飞

竖立的硬币在飞驰的高铁上不倒，与轨道

板的质量密不可分。钢筋笼绑扎、入模、张拉、

检测、放张、脱模⋯⋯一块块 7 吨多重的轨道

板从位于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的高铁装备产

业园 CRTSⅢ型高铁轨道板智能流水线上不

断诞生。

五井镇高铁装备产业园产品涵盖骨料加

工、铁路轨枕、高铁大板、高速公路装配式构件

生产等多个领域，是山东高速集团在省内建设

的最大绿色建材生产基地。“山东省第一块

CRTSⅢ型高铁轨道板就是我们生产的，轨道

板翘曲量不超过 1 毫米，能够确保高铁的平稳

运行，该技术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山东高

速铁建装备公司总工程师薛长军说，目前，这

里成为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轨道板生产基地，

先后为济青、鲁南、郑济、潍烟等高铁建设项目

供应轨道板 55 万余块，高铁铺设里程超 3000

公里。

一根高铁线，带活一座城。走进聊城市

阳谷县经济开发区，在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

司年产 5000 吨坯料杆生产线的车间，正在生

产应用于时速 350 公里高铁的高强度铜镁合

金接触线系列产品。该公司负责人张剑告诉

记者，高铁速度越快，对接触线的要求越高。

目前，公司的产品遍布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项目。

近年来，阳谷县以中铁北赛为龙头，聚集

800 余家高铁轨道交通配套企业，推动铁路输

电设备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高速列车及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2024

年主导产业产值年增速达 20.75%。

作为高铁集群所在地，阳谷县经济开发区

组建了铁路输电设备产业集群产业链专班，积

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供需对接，进一步

拓展产业链宽度、长度，完善产业链生态体

系。阳谷县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王文虎告诉记

者，近年来，他们不断提高供应商本地化率，加

速铁路输电设备产业集群聚集。同时，在政

策、交通、场地等多方面给予企业大力支持，为

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现在，阳谷铁路输电设备产业集群内自建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 个、院士工作站 2 个，培育

国家级创新平台 6 个，取得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55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1 家、省级

质量标杆企业 4 家、“瞪羚”企业 14 家、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 127 家。

眼下，山东正加快建设雄商、津潍、济滨、

济枣、潍宿和青岛连接线 6 条高铁，在建里程

达到 1340 公里，总投资 2689 亿元。这些高铁

全部建成后，全省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 4400

公里，实现“市市通高铁”，出省通道达到 7 个。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廉波表示，山东将按

照“畅通通道、织密网络、建强枢纽、优化升级”

的思路，全面推进铁路联网、补网、强链，全力

打造“轨道上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山东示范区。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2 月 14 日，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的顺禄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忙

碌。春节后，路桥区企业第一时间复工复产赶订单，以“首季红”确保“全年红”。

蒋友青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高 妍

广东韶关畅通农产品出海之路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近日，一辆辆装载着甜蜜诱人的香蜜柚、清

润可口的冬瓜、脆爽鲜美的菇脆等韶关特色农产

品的货车从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韶关配

送中心缓缓驶出，为当地消费者带去一场“粤”味

盛宴。

记者在韶关配送中心一楼展示厅看到，蔬

菜、瓜果、肉制品、食用菌等琳琅满目，展厅大型

电子显示屏上不断更新着亚北冷链大数据分析

动态，大湾区“菜篮子”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

平台显示屏上展示着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

质量监控体系，以确保农产品达到欧盟的食品安

全标准。

作为韶关配送中心牵头实施主体，广东亚北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此次出口欧盟市场的过程

中，实施了包括对农产品的品质严格把控、优化

产品包装设计及通过与欧盟经销商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等，成功拓展了“韶州府”品牌农产品在欧

盟的市场。

作为深耕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的综合

性标杆企业，亚北如今已建成集冷链仓储物流、

国际贸易、报关报检、农产品溯源管理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2024 年以来，亚北通过平台培育了 25 家符

合出口欧盟标准的企业，农产品出口数据稳步增

长。”亚北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秀芬介绍，亚北

不断拓展海外市场，通过以点带面逐步培育韶关

菜篮子生产基地向出口标准看齐，孵化出了一批

优质特色农产品出口品牌。

亚北农产品出口欧盟只是韶关市不断加强

农产品产销对接，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农产品市场

的一个缩影。2023 年 12 月 5 日，韶关市仁化县大

桥镇 1.5 万公斤长坝沙田柚首次出口欧盟。韶关

金喆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坤佑介

绍，金喆园生态园是一家以还原纯生态、以古法

种植培育沙田柚的农业示范基地。目前种植面

积已扩展至 3 万余亩，年产量可达 8 万吨以上，总

产值突破 5 亿元。

“长坝沙田柚根据欧盟标准，经过多次科学

检测，成为韶关首个出口欧盟的柑橘类产品。”

韶关海关党委书记、关长汪松杰介绍，在长坝沙

田柚出口过程中，海关采取指定专人负责全程

跟进、“一企一策”等方式，打通出口过程中各个

节点。

“2024 年，翁源县首批 32 吨蔬菜、12.5 吨水果

远销欧盟，实现翁源农产品对外出口‘零的突

破’。”韶关市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钟真说，今

年，翁源将积极开展蔬菜、兰花等国际贸易合作

洽谈，进一步开辟海外销售新市场，助力农产品

走出国门；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粤贸全

球”等重点展会，推动优质农产品进一步扩大出

口规模。

随着韶关农产品品质的持续提升，韶关农产

品实现了多个出口“零的突破”。不仅如此，韶关

的食用菌、兰花、生猪、蔬菜等产品，也日益受到

RCEP 成员国大量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

“2024 年，韶关菜篮子生产基地通过广州海

关技术中心检测监管平台（韶关）共送检来自 51

个基地和加工企业、165 个样品，为韶关农产品高

质量发展和品质把关。”黄秀芬介绍，2024 年，韶

关配送中心通过亚北平台流通到大湾区农产品

共计 14576.8 吨。

韶关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为契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健全生

产、加工、仓储保鲜、专业市场、冷链物流等全产

业链，形成政府强力推动、企业主动创建、社会积

极参与的良好生态。

“作为广东省粮食、蔬菜、食用菌、水果、畜禽

等产品的主产区之一，韶关凭借‘品类多、品质

好’的农业发展亮点，成为大湾区优质农产品供

应地。”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世冬

表示，韶关正积极从产业规模、品牌特色、质量安

全等多领域发力，深入推进“12221 市场体系”建

设，稳经济大盘、促农业外贸发展，打造粤北特色

农业发展“新样板”。

汪松杰表示，韶关海关将联合韶关市相关

部门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大力支持发

展订单农业、会展农业，实现出口农产品本地

采摘、包装、拼柜、集散等，利用海关技术优

势，提升出口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产品出口便利

化，持续推动韶关特色农产品出口，把“韶关

美味”端上世界餐桌。

一列动车组行驶在济郑高铁长清黄河特

大桥上。 姜艾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