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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杰

行业·服务

□记者 刘 英 报道
本报章丘讯 从今年元旦到元宵节，章丘市冬

季旅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红火。在首届“百脉之约
贺年会”活动的带动下，章丘市客房入住率均达
80%以上，综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均超过50%。

“百脉之约贺年会”的举办在促进章丘冬季淡
季旅游向旺季旅游的转型过渡上迈出了探索性的第
一步。该活动带来的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人气大涨。
仅大年初一一天，百脉泉景区接待游客3 . 1万人
次，同比增长109 . 68%，参观人数再创新高。朱家
峪旅游区于贺年会期间举办“回朱开山老家、过文
化年”活动，共接待游客3 . 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
增长120%。位于南部山区的莲华山、锦屏山景区往
年一进入冬季，就因为游客太少而关门，今年冬季
从贺年会的祈福活动开始，每天都能保持几百人的
客流量，特别是1月1日当天，莲华山的游客超过了
2000人，春节黄金周期间锦屏山的门票收入每天都
在万元左右，比往年同期高2—3倍。

“百脉之约贺年会”活动的开展，还带动了酒
店宾馆的热情，各星级饭店积极营造年节气氛，特
色贺年宴生意红火。据统计，贺年会期间章丘各酒
店客房入住率均达80%以上，综合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均超过50%，贺年会活动成为拉动淡季旅游消费
的重要引擎。

□记者 刘英 通讯员 汤秀英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从组委会获悉，第十二届中国

（寿光）国际蔬菜博览会新建2万平方米的采摘园
已初具规模。菜博会期间，游客不仅能大饱眼福，
还能亲自体验采摘乐趣。

在去年建立了全国首家蔬菜博物馆之后，今年
的菜博会又新建了2万平方米的采摘园。采摘园设4
个生产区，每个生产区分设4个独立的采摘区。目
前，采摘园里种植的茄果类蔬菜已经挂果，可供菜
博会游客采摘。菜博会结束后，这片采摘园将作为
现代化育苗中心加以利用。

菜博会高峰期，为分流相对集中的客流，今年
菜博会主展区东、西、北三面道路将全部打通，形
成畅通的道路网。同时，通过配套展厅设施、设立
会场综合服务处、组建志愿者服务队、设立观光旅
游接待点等措施，为参展客商和参会观众提供更完
善的服务。

□侯旭东 刘杨 报道
本报东平讯 一个来自新加坡首团108人的

“水浒之旅”主题旅游团将抵达东平县。该团108位
游客每人根据水浒故事情节选择角色，通过故事角
色体验水浒文化。这是东平县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
市场推出“当今108好汉聚首东平水浒大寨”等四项
主题旅游产品的战果之一。

2月18日至27日，东平县景区管委会、水浒旅
游开发公司组成水浒旅游促销团赴新加坡开展主题
促销，举办水浒旅游专题推介会，向新加坡市民发
出水浒英雄帖。促销团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市场推
出了“当今108好汉聚首东平水浒大寨”等四项主
题旅游产品，使东平水浒旅游品牌在当地迅速走
红。该产品设计突出文化性和参与性，每团108位
游客，每人可根据水浒故事情节选择角色，通过故
事角色体验旅游，提升游客对水浒文化的认知度。

促销活动中，水浒度假酒店首席厨师孟召义大
师等三位厨师纷纷亮出绝活，水浒霸道菜、智多星
莲藕等极富水浒特色的精选菜肴，得到了广泛认
可。在东平水浒专场旅游展上，第一天现场报名人
数达136人。目前，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

新加坡“水浒之旅”团

将聚首东平

“百脉之约贺年会”

破市场淡季难题

今年寿光菜博会

可享采摘乐

□ 本报记者 刘 英

城市改观提升旅游品质

综观山东各市的重点项目和环境治理，几
乎都与提升旅游品质息息相关，城市旅游功能
得以增强。

淄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三因工
程”建设，“因景修路”投资4 . 35亿元；“因
景治污”投入3 . 6亿元；“因景植绿”投入2 . 91
亿元。临沂拆除了滨河大道的车辆限高设施，
解决了滨河景区带旅游观光车辆通行难的问
题，并对通往旅游景区的道路进行提升改造，
制作安装了32块国家4A级旅游区道路交通指
示牌。今年7月上旬之前，青岛将制定完善重
点区域交通疏导措施、重点旅游景区客流调控
方案，科学疏导景区点游客流，及时协调解决
旅游旺季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

沿海城市的海岛、海湾开发将实现突破。
青岛加快推进琅琊台、温泉、凤凰岛、灵山湾
等旅游度假区的10个旅游度假单元开发建设。
烟台跟踪落实首开集团开发崆峒岛、华强集团
开发养马岛等重大招商项目，借助长岛国际休
闲度假岛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有利时机，力
促首旅集团投资长岛项目尽快落地。威海在加
快双岛湾、成山半岛好运角、九龙湾等核心旅
游区建设同时，充分保护利用市区英式老建
筑、海草房、天鹅湖、伴月湾等资源，积极开
发摄影、茶艺、画展、影视等文化休闲娱乐项
目。

大项目调整市场冷热不均

为缓解诸如“北部冷南部热”、“冬天冷
夏天热”、“晚上冷白天热”的冷热不均问
题，省内各旅游城市借旅游大项目的建设实施

来带动产业布局调整。
济南借大项目提高旅游核心竞争力，济西

湿地工程、澄波湖工程、商河温泉小镇、小清
河整治工程、西客站文化会展中心等，总投资
约380亿元。泰安大项目建设立足“龙之旅”
产业格局，以“龙头”泰山品牌“吸引人”，
“龙体”泰城服务“留住人”，“龙爪”、
“龙尾”发挥新泰、肥城、宁阳、东平的宗
教、桃花、蟋蟀和水浒文化特色。潍坊加快培
育旅游聚集区，对青州云门山生态文化旅游度
假区、寿光生态农业观光区、诸城恐龙地质公
园、峡山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坊茨小镇及滨海
旅游项目区进行重点扶持。日照提出“大项目
建设年”的要求，重点加大对总投资917 . 4亿
元的48个重点旅游项目跟踪服务力度。东营推
动建设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黄河水城旅游区、
孙子文化旅游区三大旅游景区，沿全市海岸线
布局大型滨海旅游项目。枣庄在加快台儿庄古
城重建的同时，推进微山湖湿地、运河湿地、
中兴矿山公园、汉诺庄园、中华车祖苑、民国
影视城等一批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

快速交通助推客源开发

今年五一前后，青岛海湾大桥、胶州湾海
底隧道将通车；六月份，京沪高铁将通车，快
速交通网络给沿线中心城市带来利好，也成为
周边城市积极抢抓客源的机遇。

济南今年将重点开展高铁沿线节点宣传，
开发设计主题旅游产品，牵头组织山东高铁沿
线城市和济南旅游企业对京津等重点客源市场
开展专项促销。同时依托国际航线，以台湾、
新加坡和日本关西地区作为主攻客源市场，以
俄罗斯远东地区作为机会市场，争取实现入境
旅游较快增长。枣庄将抢抓京沪高铁开通新机
遇，围绕打造“天下第一庄”旅游品牌，全面
深化“枣庄实践”旅游发展模式。济宁曲阜围
绕航班开通城市，对重点客源市场进行专题推
介。借京沪高铁开通搞好与北京、上海等热点

市场的衔接。泰安将建设投资32 . 8亿元的高铁
新站旅游集散中心。

青岛海湾大桥、胶州湾海底隧道将构架起
联通青岛东西旅游交通的大动脉，青岛将借发
动本地客源，宣传乡村旅游、自驾车旅游、生
态旅游等产品，开展城乡互动游；吸引国内客
源，深入推介度假旅游、海上旅游、文化旅
游、健身旅游、会展旅游等高端产品；拓展入
境市场，着力吸引日韩、国内港台、东南亚、
俄罗斯和欧美五大海外市场的高端客源。日照
将做活“青岛—日照一小时经济圈”旅游文
章，并借助京沪高铁经停济南、枣庄、济宁、
德州等地的机遇，扩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
中高端客源市场。

节庆文化提升城市品牌

旅游节庆一直是城市的名片和亮点。今
年，“中华文化游”成为旅游年主题，各城市
在旅游节庆活动的设计和创新中，更加注重文
化品位的提升，并且着重考虑将举办时间调整
至小长假和黄金周前后集聚人气。

节庆活动凸显旅游城市的定位。泰安精心
筹办第二十五届泰山国际旅游文化登山节、
2011泰安国际赏花等春季促销系列活动、第四
届富士山·泰山日中友好节等活动，以节庆活
动国际化促进泰安旅游名城形象国际化。济宁
借好客山东贺年会系列活动、孔子文化节等重
点活动，推动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梁
山水浒文化节、邹城中华母亲节、微山荷花
节、泗水泉水节活动升级升格，扩大社会影响
力，形成4至5个具有国际国内重大影响的节会
品牌。菏泽2011年国际牡丹花会的主题将与
“人文、时尚、休闲、狂欢”挂钩，借花会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招客引游、招展引会。莱
芜借宣传航空体育节宣传“航空运动之城”城
市品牌，举办“航空运动之城”旅游发展合作
论坛，重点推介“航空运动之城”精品旅游线
路。东营对孙子文化旅游节、冬枣节、小戏

节、家纺节及书会、庙会等节庆资源进行有效
整合，使这些节庆活动与黄金周、小长假等假
日旅游有机结合，贯穿全年，并形成节庆活动
品牌。

旅游产品张扬城市个性

在旅游产品开发中，各城市越来越注重向
多元化发展，但每个城市的主打产品特色越来
越突出，彰显了城市的个性魅力。

济南提升“船游泉城”、“步游泉城”、
“老街古巷游”等泉水旅游产品档次，增强深
度体验功能。策划“跟名人名士游济南”精品
线路，逐步引导培养“慢旅游”的观泉风尚，
使游客不仅有观泉赏泉的心境，还能品泉、亲
泉、戏泉，细心体味历史街区的泉水民俗，感
受依泉而生的老济南人的生活。潍坊引进“冒
险鸭子游”，依托城区的张面河、虞河、白浪
河、浞河，形成城市观光的亮丽风景线。目前
两台观光车已到位，外观、线路设计及配套设
施等准备工作正积极推进。临沂抓住建党90周
年重要机遇，以“红旗在沂蒙飘扬”为主题，
推出以红嫂家乡民俗游、生态游、购物游、采
摘游等为主要内容的“走沂蒙、观圣地、访红
嫂”旅游产品。德州发挥“中国太阳城”和
“低碳旅游”的品牌效应，深入开展“百万德
州人游德州”、“到山东观光旅游，从德州开
始”、“打造济南休闲后花园”三大活动，大
力宣传“齐鲁燕赵文化融合之都、田园牧歌休
闲胜地、北方会议会展名城”三大旅游品牌。
聊城整合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精华游、水浒文化
游、运河文化游、阿胶养生养心游、温泉保健
游、黄河生态游等品牌旅游线路，推出一日
游、二日游和三日游产品。滨州精心编排“山
水兵城”、“文化采摘”两条精品线路，与区
域合作城市共同打造五日游、六日游线路产
品，在其中显现“孙子故里”、“冬枣之
乡”、“四环五海”、“贝壳堤岛”等特色品
牌概念。

◆ 旅游“十二五”特稿

城市发力，让旅游更美好
编者按 旅游离不开城市，城市因旅游而扬名，二者的融合造就了城市旅游发展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今年适逢“十二

五”旅游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山东旅游业发展提速、提质、提效的关键一年。从山东17市制定的2011年旅游发展目标来看，内
容涉及规划实施、产业布局、大项目建设、市场开发、环境治理等方面，城市与旅游的融合由此体现得越发紧密起来。。

□ 韩丹 徐晓 文/图

腊鼓鸣，春潮生。1月4日，国务
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
展规划》，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使得
两年来澎湃于全省的蓝色经济大潮，
更以惊涛拍岸之势，黄钟大吕之声，
磅礴于胶东大地。

如何借助这股蓝色经济大潮的东

风，打造国际性蓝色旅游区，实现烟台
旅游的新跨越？面对记者的提问，烟台
市副市长李树军——— 这位“旅游市长”
从烟台旅游在蓝色经济大潮中的发展
优势、发展理念与未来蓝图娓娓谈起。

谈到烟台旅游在蓝色经济大潮中
的发展优势，李树军如数家珍。他
说：烟台地处山东半岛核心，横跨黄
渤两海，共有7处海湾、72个岛屿、2 . 6
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相对于内陆城市，濒海而立的
烟台，因海而兴，发展蓝色旅游的最
大优势在海洋，最大特色在海洋，最
大潜力在海洋，最大希望也在海洋。
建设蓝色经济区和蓝色旅游区的条件
可谓得天独厚。另外，半岛蓝色经济区
51个县市区，烟台所有区县都包括在
内。这些都说明，烟台在建设蓝色经济
区，打造蓝色旅游区中的位置很重要，
优势很明显，责任也更重大。

李树军回顾说：近两年，烟台以
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为契机，坚持把
旅游业作为最有优势、最有希望和最
有潜力的产业来培植。目前，在烟台

“千里黄金海岸旅游长廊”上，已经
发展了9个综合性省级旅游度假区。蓝
天、碧海、沙滩，如诗如画般的美
景，使烟台成为人们休闲度假、安身
置业的青睐之地。去年，烟台全市接
待海内外游客3318 . 7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3 3 1 . 2亿元，分别增长 1 8 . 4 %和
21 . 2%，均创历史新高。在旅游业的带动
下，烟台2010年现代服务业占国民经济
的比重达到3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促
进全市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兴产业，
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越来越高。

在谈到借助蓝色经济大潮东风，
打造蓝色旅游区蓝图时，李树军成竹
在胸。他说，下一步我们要重点搞好
滨海旅游度假特色产品开发，建设一
批海滨度假营地及环城市海滨游憩
带。具体说，就是按照打造滨海休闲
度假旅游名城的目标，重点构筑四条
滨海大旅游产业带。

一是海岸度假旅游带。重点对金
沙滩、莱州、莱阳丁字湾、龙口南山
等旅游度假区提档升级。将蓬莱、海
阳旅游度假区率先建成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牟平金山湾、龙口北部滨海、
招远辛庄等度假区要按照国际先进的
度假理念进行规划开发建设。同时抓
好海岸度假带上度假酒店群建设。

二是葡萄海岸休闲带。充分挖掘
烟台作为亚洲唯一葡萄与葡萄酒城的
品牌资源，放大葡萄酒产业的影响
力，加快推进葡萄酒庄、葡萄酒博物
馆、葡萄酒街区等项目建设。深入挖
掘葡萄酒文化，开发融“紫色”葡萄
和“蓝色”海洋于一体的特色旅游项
目，打造胶东半岛蓝色海岸上独具浪
漫风情的旅游产品。

三是海上丝路文化带。以遍布沿海
的文化遗迹、古代建筑、胶东民俗为载
体，以沿岸城市为主体，以海上丝路文
化为纽带，整合东莱文化、开埠文化、海
防文化、商贸文化，设计历史文化旅游
产品，打造烟台海上丝路文化旅游带。

四是海湾海岛旅游带。以芝罘湾、
芝罘岛等为基础，深度开发海岛、海湾
旅游资源。重点建设国际邮轮停靠港和
12处游艇码头，形成海岸、海湾、海岛旅
游网。推动烟台至韩国豪华邮轮线路开

通。发挥长岛生态、区位、资源、文化等
独特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休闲度假岛。

李树军指出，建立具有海洋特色的
滨海旅游产业带，关键是要实施大项目
带动战略。因为项目是旅游转型升级的
载体，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
构。去年以来，烟台市共确定各类旅游
项目190个，计划总投资2126 . 36亿元。下
一步，我们将围绕建设蓝色烟台、度假
烟台的目标，以项目带动为突破，开始
新一轮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招远大唐
金汤园等67个总投资822 . 56多亿元的在
建项目建设取得成效。开工建设莱山区
明码头等23个总投资891 . 91多亿元的新
项目。积极促进马山寨游艇俱乐部等30
多个总投资800多亿元的招商项目有实
质性进展，特别要力促首旅集团投资长
岛等大型项目落地。

在结束访谈时，李树军表示，我
们要紧紧抓住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的重大战略机遇，创新烟台海上旅
游发展思路，进一步提升主导产品档
次品位，尽快把烟台打造成国内外著
名的休闲度假海岸城市。

◆ 开春话旅游

烟台市副市长李树军———

借助蓝色经济潮 打造蓝色旅游区

□韩丹 李朝阳 报道
本报烟台讯 2月27日，在2011烟台台湾旅游

合作研讨会暨旅游同业交流会上，烟台市旅游局与
到会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签署了旅游包机协议。

本次活动有烟台、台湾两地旅游业界、航空企
业代表、企业界投资业者、新闻媒体等150余人参
会。烟台市旅游局向与会的台湾嘉宾做了烟台旅游
情况推介。与会者对烟台市主要旅游景区进行了考
察、采风。

台湾志洋旅行社萧志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去年烟台市旅游局与台湾志洋旅行社在台湾成立

“烟台旅游推广中心”以来，双方旅游合作步入发展
快车道。截至2010年底，台湾来烟游客已达4 . 7万人，
同比增长19%。

烟台与台湾中华航空

签署旅游包机协议

□刘敏 刘硕 报道
本报乐陵讯 2月11日，乐陵市花园镇碧霞元

君故居院内张灯结彩，门前广场上车水马龙，来自
宁津、商河、阳信、惠民等地的大批商家和游客特
意前来赶民俗庙会。截至目前，庙会接待游客已达
3万人，实现旅游收入150多万元。

据了解，乐陵市每年正月初一、十五赶庙会的
民俗已流传近千年。为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乐陵旅
游业的发展，乐陵市旅游局与花园镇政府联合举办
了此次“乐陵碧霞元君故居春节元宵节庙会”活
动，活动持续15天。庙会上，各类小饰品、服装、
日用品等各色商品琳琅满目，品种多达上百个。其
间，还邀请了宁乐河北梆子剧团、乐陵市曲艺队和
民间秧歌队前来助兴演出，受到乐陵周边村、镇群
众及广大游客的普遍欢迎。

乐陵民俗庙会纳客3万

▲烟台市副市长李树军

□赵玲 张莹 张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在刚刚结束的2010全国

导游大赛中，山东获奖的5名导游中，有3
名来自泰安。他们是山东3 . 8万名导游的杰
出代表，堪称“国导”。其中，来自泰安
康辉旅行社的李宝在决赛中以出众的实力
获得中文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也实现了
山东导游员在全国导游大赛中首次夺冠的
历史性突破。

除李宝外，其他两名来自泰安的导游
张峰强和王飞也分别取得了英语组第十一
名、中文组第二十一名的优秀成绩。他们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泰安
市导游员的综合素质和飞扬风采，也传播
了齐风鲁韵的好客山东文化和全体好客山
东人的精神风貌。他们的成功背后站立的
是泰安市近几年来全面推进导游队伍建设
的不懈努力。

人才是核心，人才是基础。作为全国
知名的旅游城市，泰安市在努力发展旅游
产业，积极创建国际旅游名城的实践中，
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作为旅游业的灵魂

和城市名片，建设一支爱岗敬业、诚实守
信、服务规范、形象文明的高素质导游员
队伍已成为泰安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的重中
之重。为此，泰安市旅游局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加强对导
游员的管理。

加强导游考试管理，严把导游职业入
口关。泰安市自2007年起就强化了导游资
格考试的改革，严肃考风考纪，降低合格
率，严格执行准入制度。并注重教育培
训，加强了考前培训和年审培训、岗前培
训工作，重视导游员综合素质的培养。自
2002年起，泰安市旅游局就开展了“名导进
课堂”工程，先后邀请了国内多名资深导游
员和旅游业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泰安市的
旅游专家、学者进行授课。自2007年开始，泰
安市在年审培训班上组织开展导游现场随
机测评活动和联欢会，使得年审培训已经成
为泰安市导游教育培训的金字招牌。同时，
他们还积极探索试行“拜师带徒”、开展网络
培训和下发最新编写的《泰安市情》等措
施和辅助性手段以提升培训效果。

在规范导游员的服务方面，泰安重新
编写了《泰安市导游词》，联合中央电视
台策划拍摄了《泰安导游员规范服务示
范》光盘，编制导游行业标准。另外，建
立了一支职业化导游团队，持续开展精品
导游评选活动，为全市导游员树立了标兵
和榜样。同时，对违规导游员进行处罚，
有效防止了导游员脱管，净化了导游员队
伍。针对导游工作的高风险性，泰安市旅
游局专门设立了“泰安市导游人员安全基
金”，用于导游员的安全救助，解除了他
们的后顾之忧。

泰安市导游队伍建设的成就不仅体现
在泰安导游员在全国导游大赛上的斐然成
绩。目前，泰安市有全国优秀导游员4名，山
东省文明导游员2名，山东省模范导游员1
名、优秀导游员4名，山东省十佳导游员、山
东省青年岗位能手1名，泰安市终身精品导
游员14名。自2009年以来，选拔出来的两名政
务接待导游员先后圆满完成了接待国内外
重要嘉宾的重大接待任务，受到了山东省
旅游局和国家旅游局的高度赞扬和评价。

泰安培养出三名“国导”

▲2月26日，众多未成年人在家长的带领下在山东省科
技馆参观。自1月7日山东省科技馆开始免费对未成年人开放
以来，参观人数明显上升，大批未成年人来此接受科普教
育，体验科技的魅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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