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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朱村，了解革命

老区群众生产生活，并叮嘱当地干部，让老区

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

形成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临沭县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摆在首要位置，聚焦共同富裕，积极探

索“一村带九村”片区化发展新路径，以朱村

为龙头，联合周边 9 个村，全力打造沂蒙老区

“好日子”乡村振兴示范区。

柳编产业是片区的主导产业，片区将政

策、资金、项目等向柳编产业倾斜，目前已培

育 5 家规模以上柳编企业，实现年产值 2.5 亿

元。实施“村企联建”发展模式，直接带动周边

超 1 万群众足不出户从事柳编加工，人均年

增收达 1.4 万元，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

红色是“好日子”片区底色，立足于片区

资源禀赋，当地深挖各村居文化、历史、产业

等优势特色，将朱村钢八连、马庄“爆破大

王”、西山前保卫战等红色故事串联成线，编

演《第一碗饺子敬英烈》等红色情景剧，以红

色文化浸润人心，涌现出“好媳妇、好婆婆”

“孝老模范”一大批乡风文明典型，实现片区

建设“一张图”，村居发展“一条线”。

片区组织各村通过“夜话好日子”等活动

倾听民意，打造“99”“61”等数字幸福小院，为

村内老年人、儿童、妇女提供优质的养老、助

学、家门口就业等公共服务。

如今的朱村，绿水青山环绕，生态环境宜

人，崭新房屋错落有致，平坦道路四通八达，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村里

的人气越来越旺，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月11日，75岁的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义务讲解员王经臣为参观者讲述朱村红色历史文化。朱

村组建了专业的讲解员队伍，创作了情景剧《第一碗饺子敬英烈》，把红色故事搬上舞台，深受游客喜爱。

▼7 月 12 日，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迎来大批参观者。近年来，随着沂蒙

支前纪念馆、朱村村史档案馆、沂蒙民俗文化展览馆等 5 个场馆相继建成开

放，朱村变身红色旅游景区。

▼7 月 12 日，农户在“好日子”示范区

山前村采摘平菇。依托朱村现代农业示范

园，片区培育发展了绿珍食用菌、珍珠苑等

多家合作社，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户发展。

▲7 月 11 日，农户在朱村葡萄科技示范园采摘葡萄。朱村整合村庄周边河道、荒滩、荒地，

规划建设朱村现代农业示范园，打造“好日子”系列农产品品牌，年可实现产值 3200 万元。

◀7 月 12 日拍摄的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旅游区鸟瞰图。

▶7 月 11 日，位于“好日子”示范区的欧

拉公司柳编展厅，顾客在选购柳编产品。公司

如今已形成从种植、设计、加工到销售的柳编

全产业链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就业超千人。

▲7 月 12 日，老人在“好日子”示范区

马庄村幸福食堂用餐。全村 85 岁以上老人

可以享受免费助餐服务，以及理发、洗衣、

洗浴、体检等 6 项助老服务。

▼7 月 11 日，村民在朱村好日子广场跳起广场舞。从“支前模范村”到绿水青山、文明和谐

的富裕村，朱村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