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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丹

五月信步走来。曼妙的阳光一簇拥着一
簇，肆意地在蓬莱这个文化小城里的每一个角
落里穿梭。独语斜阑，拈一朵尘埃的花，淡淡
清茶里泡出历史光影。静看五月流光，在这个
小城里飞舞成画，流转芳华。

千年小城，独有一派古往今来的迷离。没
有喧嚣和浮华，有的是精致和安详。大海的气
息，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灿然的阳光下，
花儿争奇斗妍。

丹崖山巅的蓬莱阁，屹立巍然。绿树掩
映，殿阁凌空，云烟缭绕。古桐含笑，垂柳拂
面，牌坊高耸，诗碑林立。远远望去，用“岁

月静好”四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千年里
的安静祥和在阳光下醒来，在夕阳下睡去，没
有过多的绚丽和姹紫嫣红。千年的灵气无声无
息，如暗香轻浮。生命的窗口里，历史的简谱
在我面前挥舞灵动。过海的八仙，往昔与今
朝，前世与今生，林林总总。

新复修的蓬莱水城与蓬莱阁相邻而居。这
般时节里，新柳依依，芳菲漫天。侧耳倾听，
历史的回音萦绕上空：水兵操练整齐的脚步
声、谈笑声、辉煌的战鼓声……

2100年的历史往昔，给这个小城披上了多
彩绚丽的衣衫，让她承载着无数美好的文化记
忆。在“登阁即成仙”的蓬莱阁上，宋代文
豪、曾任登州太守的苏轼，不仅留下醉后手

书，更流传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
的佳话；明代杰出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
一生转战南北平定倭患，却始终挂怀家乡的安
宁。蓬莱阁内冯玉祥将军手书“碧海丹心”，
更为蓬莱历史平添了一份豪情。

蓬莱的海，纯澈的蓝，远航的桅帆影影点
点。脱去鞋子，光着脚感受细沙的温柔，让浪
花轻濯心海的褶皱与浮喧。海风轻吻，流年沧
桑，心灵的波浪与自然融汇，与天地相连，一
波连着一波。

如此这般光景，行走在小城，静坐街头看
人来人往。徜徉在小巷里，聆听弹指而过的流
年往事，拾取历史的只言片语。小城之美最是
黄昏时候，苍蓝的天穹，一弯新月，荡出云

海，将淡淡的清辉撒向大地。繁星闪闪，遥远
而深邃，点亮了小城的不夜天。即便单单地看
着，也容易醉了，痴了。

葡萄美酒可谓是这个小城的荣耀。这里有
着“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的美誉。如今，
小城着力构建的“东方葡萄海岸文化旅游”产
业格局，已经颇具规模。芬芳绿野有春晴，葡
萄百丈蔓初萦。一杯在手，淳厚的馨香让人着
迷。驱车而行，探寻那红酒背后的故事。迷情
的绿色逼人眼，葡萄藤在春风里放肆地蔓延
着，春色挥霍地点缀着各种风格的葡萄酒堡。
迷离时空中，飘飘然如梦幻。

总会觉得上帝过于偏爱了这个小城。美丽
的八仙传说，东寻的秦皇汉武，迷人的海天风
光，芳香的葡萄美酒，厚重的登州古城，千姿
的胶东民俗……就连她的文化也有着葡萄美酒
般的淳厚迷香。

一个小城，名阁、神话，碧海，诗词佳赋
交织，一个个的动人故事，在历久醇香的葡萄
美酒里浸润，一直在繁衍着“人间仙境”的美
丽和神奇。

□李卓 刘超

旅游商品是文登旅游业的“短板”，似乎
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过这样的观念正被不
断地颠覆：5月19日，第一届“文登礼物旅游商
品征集大赛”将在文登国际旅游集散中心揭开
序幕。文登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平台，进一步强
化“文登礼物”品牌。

文登旅游局局长郑阳表示，“文登礼物”
由文登特定生产，反映文登元素，体现文登悠
久历史文化，将成为拉动文登旅游经济的新增
长点，也将成为传播文登文化的重要载体。

打造“文登礼物”
整合文登元素

颗粒饱满的文登大花生、传递民风的布老
虎、古香古色的环保鲁绣杯垫、精致小巧的工
具小礼包……在文登国际旅游集散中心，众多
“文登礼物”已齐齐亮相，以其巧妙的构思和
精良的制作，凸显了旅游与文化创意相结合产
生的魅力。

原来早在2011年，文登市旅游局就“北上
南下”去各地学习取经。把旅游纪念品、工艺
品、特色食品、地方品牌工业品等能够吸引旅
游者购买的旅游商品浓缩为“文登礼物”主题

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开发出一批小产品。
经过一年多的推进，“文登礼物”初现：

五大系列近三十种产品先后亮相集散中心、旅
行社、景区和各大商店。这些“文登礼物”囊
括了鲁绣工艺品系列、小工具系列、滋补养生
系列、手工玩具系列、传统食品系列等产品。

郑阳表示，推出“文登礼物”对丰富文登
旅游经济内涵，增加文登旅游业附加值具有重
要意义。“文登礼物”就是要体现文登文化元
素、乡土元素，并具有当下最鲜明的时代文化
特点，才能禁得住市场考验。

举办商品征集大赛
打开营销突破口

当前文登旅游市场中，常有遗憾：一是游
客们带不走文登美丽的物质回忆，二是文登旅
游经济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拉动。

整合资源是基础，但是不是能有效推广就
成为决定“文登礼物”价值大小的关键点。今
年5月19日，文登市旅游局将策划举办“文登礼
物旅游商品征集大赛”，以此活动为平台，作
为“文登礼物”推广的突破口。

据悉，首届“文登礼物旅游商品征集大
赛”，将评选出“文登十大民俗”、“文登十
大旅游商品”，并将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志”、

“一套整体的视觉系统”、“一句宣传口号”、“一套
解说系统”、“一本纪念册”、“一个主题活动”、“一
份宣传手册”、“一批特许经营的具有文登元素的
旅游纪念品”。

郑阳表示，“文登礼物”是一个长期的品
牌建设活动，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发掘文
登元素。只有设计出时尚、新潮、具有独特地域文
化特色的旅游商品，才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条件。

据了解，文登市旅游局通过三年时间来筹
备文登礼物项目，将从旅游纪念品创意大赛中
评选出优秀的作品，推出精品，每件商品皆体
现文登文化元素。第一届计划推出20—30种左
右旅游商品。

建立旗舰店
探索新经营模式

事实上，近几年，山东在探索旅游商品开
发方面也下足了工夫。尤其是今年山东率先提
出“好客山东有三珍，阿胶、海带、胶东
参”。在这一理念上，“文登礼物”不谋而
合，不仅实现概念整合，更是成为探索旅游商
品经营模式的又一有益尝试。

郑阳表示，“文登礼物”的开发，注重设
计、营销双管齐下。要把游客真正喜欢的、具
有地域特色的产品推向市场，并运用市场化的

机制，打响“文登礼物”的品牌，走出一条具
有特色的生产、经营、销售模式。

根据初步计划，将采取特许经营的模式，
建立“文登礼物”旗舰店的方式运营。首家
“文登礼物”旗舰店已经落户于文登国际旅游
集散中心，以此促成旅游商品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市场流通产业链的形成。“文登礼物”
旗舰店的设立，标志着文登旅游商品进一步进
入市场化阶段。

目前，“文登礼物”项目已被列入文登市
重点旅游产业项目，尤其是以“文登礼物旅游
商品大赛”为平台，每年对游客进行跟踪调
研，找到来文登旅游的游客的购买特点，以五
年左右的时间对文登旅游形象进行不断创新，
推出更多的旅游商品。同时，将以旗舰店为核心
控制商品质量，实现多企业合作和多产业联盟。

对于“文登礼物”，郑阳信心满满。
“‘文登礼物’打造好了，文登旅游经济的产
业链才能拉长了。”除打造“文登礼物”旗舰
店，文登市还将在旅游景点、景区和酒店建立
“文登礼物”旅游商品专柜。政府还会协助企
业进行渠道建设和推广，将“文登礼物”系列
产品在各种交易会上进行重点宣传，打造一批
生产旅游商品的骨干企业，形成订货——— 加
工——— 销售的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模式。

走向世界的“文登礼物”

蓬莱深处是我家

□刘春蕾 赵兵 报道
本报龙口讯 为响应国家旅游局“2012中

国欢乐健康游”的号召，龙口市充分整合各类
旅游文化资源，积极搭建旅游与文化等多产
业、行业融合平台，龙口旅游“惠民乐民工
程”全面开展。龙口春日旅游市场迸发出新的
活力，深度提升了全民休闲意识，旅游综合效
益凸显。截至目前，该市今年春季共接待游客
10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

为全面推进旅游惠民乐民工程，龙口市充
分利用现有旅游文化资源，策划包装了一系列
特色休闲旅游文化活动。依托“福寿南山、养
心天堂”品牌，龙口市整合南山宗教文化、福
寿文化、教育文化、新农村文化、历史文化、
产业文化，以及高尔夫、游艇、养生等高端休
闲文化，结合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东海旅游度
假区内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连续举办了游园
踏青、春季庙会、祈福法会、摄影大赛、书画
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马术体验、海上
观光等多样化旅游活动，展现南山旅游文化底
蕴，做强南山福寿文化品牌。

此外，为挖掘旅游资源潜力，丰富游客的
旅游文化体验，龙口市在整合资源基础上不断
创新旅游文化形式。针对老年旅游市场特点，
组织“老年人长寿行”系列活动，举办全国老
年文化艺术节老年服饰大赛；组织丁氏庄园王
天池书画展、仿清民俗文化表演，以及城市
“绿道骑游”、户外暴走、广场文艺表演、农
村文化大院文体活动等城乡大众文化休闲活
动，活跃了城市旅游文化市场，增强了景区对
游客的文化吸引力。

龙口———

旅游惠民乐民

工程大放异彩

□刘肖静 黄镨 报道
本报胶南讯 以“亲近绿树碧水，品味田

园风情”为主题的2012青岛吉利湖生态旅游暨
第一届环湖自行车赛活动于4月21日—10月21
日在胶南市青岛理务关吉利湖景区举行。

本次活动以健身运动、生态旅游、摄影采
风、农家体验为四大主题，共策划了2012青岛
吉利湖生态旅游启动仪式暨第一届环湖自行车
赛、“御水临风”品茶会、“七彩吉利湖”赏
花游园会、“在水一方”摄影书画大赛、“瓜
果飘香”采摘季、休闲踏青游等六大主题活
动，推出了环湖自行车比赛、百果园采摘及摄
影比赛、书画比赛等系列游乐活动。

胶南———

乡村生态游精彩纷呈

龙山龙水 话生态龙阳
——— 访中共滕州市龙阳镇委员会书记李洪波

□徐晓华 刘春蕾

“古滕正脉 善国田园”。滕州有龙阳
镇，龙阳镇有龙山、龙湖。

龙阳镇地处“山水圣人”旅游带，直面滕
州城市中轴，是滕州山水游、乡村游的开发重
点。2009年，滕州龙山在山东十大“非著名”
山峰评选中脱颖而出。2010年龙阳镇的“龙阳
果香”被列入滕州乡村旅游“五朵金花”。
2011年龙山胜境风景区获批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面积1 . 9万公顷，滕州最大的人工湖——— 龙
湖静卧于龙山怀中。龙山龙水为龙阳镇旅游业
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龙阳旅游虽
为后起之秀，但旅游业发展已风声水起，其原
因何在？记者采访了中共滕州市龙阳镇委员会
书记李洪波。

建强两个龙头 一个片区

5月3日，滕州市第四届龙阳民俗文化旅游
节暨第六届“吉路尔杯”登龙山赏槐花活动在
龙山胜境景区举行。

近年来，龙阳镇把创新旅游服务产品作为
加快龙阳旅游发展的重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旅游休闲活动。龙阳民俗文化旅游节已是滕州
重要节会品牌，樱桃采摘节、环龙山龙湖自行
车赛、龙湖汽车竞技赛、乡村大舞台、龙阳庙
会等活动也逐渐常规化、规范化。“我们的目
标，是要吸引滕州和周边地区居民把这里作为
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在谈到龙阳旅游
定位时李洪波这样说。

为使发展近城近郊型休闲旅游产业的条件
更加成熟，龙阳镇在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上也做
了诸多努力。仅去年，龙阳就完成主要旅游道
路沿线绿化景观带升级改造、裕龙香草园、龙门
山庄宾馆、金蟾湖庄园等一批项目，并且引入了
总投资20亿元的龙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

“今年，我们要完成龙山龙湖连接线、龙
湖环湖路硬化和沿路配套工程，抓好景区停车
场建设，配套游客服务中心各项设施。重点是
要抓好旅游服务业项目建设，建强‘两个龙
头、一个片区’。”李洪波所说的“两个龙头”
是指龙山胜境风景区和龙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
区，“一个片区”即“龙阳果香”乡村旅游区。

龙山胜境风景区先后建成中华龙大型摩崖
石刻、胜境牌坊、仰云亭、玉皇庙等景点，并
配套了游客服务中心，已被评为国家AAA级景

区。今年在继续完善玉皇庙后续工程，加快龙
泉寺修复进度的同时，景区还启动了弥陀村、
观音广场、佛教文化街等新建项目，通过项目
建设凸显龙阳山水之美，挖掘龙阳民俗文化的
旅游价值。

龙阳镇着眼于构建滕州休闲旅游的至高
点，致力于将龙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打造成
国内一流的全天候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位于
龙湖水库区，总规划面积约12 . 23平方公里，计
划三到五年内全面建成鲁班论坛会议博览、渔
人码头休闲娱乐、农业世界主题游乐、渔港小
镇温泉度假、龙湖观光游憩五大功能分区，并
确保今年实现投资3 . 5亿元，建成龙湖水府餐
厅、生态酒店、专属会议中心和夜啤酒长廊等
一期项目。

“龙阳果香”乡村旅游区被列入滕州乡村
旅游“五朵金花”，为龙阳发展乡村旅游带来
巨大机遇。龙阳镇境内盛产马铃薯、绿萝卜、
冬枣、油桃、板栗等蔬菜、果品。到龙阳镇樱
桃大棚、开心农场，亲自采摘樱桃、种植蔬菜
已经成为滕州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樱桃采摘
节、冬枣采摘节等民俗旅游活动已经成为龙阳
镇的常规旅游节庆活动。在深挖龙山乡土文化

内涵，办好观光采摘等原有活动的同时，今年
龙阳镇将积极推动金蟾湖生态园、龙门山庄宾
馆等项目建设，规范发展星级农家乐。

统筹三大产业 建设生态龙阳

李洪波坦言：“龙阳基础薄弱，与先进镇
街相比，差距还很大。”直面差距的同时，他
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隐藏的机遇。

今年，滕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推动
各镇街差异化发展，多次指出龙阳要发挥生态
优势，为城市发展预留生态空间，建成真正的
城市花园。“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为我们走好
符合自身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子创造
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李洪波看准了龙阳的
“生态优势”。

龙阳镇审时度势，将全面推进“品牌农
业、山水旅游、生态工业、城市花园”四项建
设写入2012年镇政府总体工作思路，其主旨也
在于要抓住“生态”这一关键。立足于自身的
区位优势和山水资源优势，结合滕州市发展规
划，将发展方向定位于融入城市经济发展、与
城市产业配套，做滕州城市的生态保障、为城
市发展预留生态空间。

“我们发展生态，不是要回到原始状态，
我们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李洪波指
出，龙阳镇发展生态旅游但不局限于旅游，而
是与农业、工业甚至于人民生活的全局统筹。

景区造林6000亩，樱桃、桃、核桃、板栗
等干鲜果3000亩，金银花1000亩，樱桃大棚10
座，龙阳镇将每一个生态指标量化、细化，力
图将环山路、环湖路以及各旅游主干道沿线建
成特色林果带，放大“龙阳果香”的优势，使
每条旅游道路沿线都成为休闲采摘的乐园。

“生态就是发展空间，保持良好的生态才
能赢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为今后抢抓时机，
建设适宜项目奠定基础。”缺少大项目是龙阳
镇经济发展的短板，但是李洪波认为绝对不能
片面追求项目而破坏生态环境。镇域内所有新
上工业项目严格坚守无污染、低能耗这一底线。

“我们欢迎四海宾朋来龙阳登龙山，看龙
湖，体验生态农业。更欢迎有志之士来龙阳投
资旅游，发展旅游，龙阳镇党委镇政府将给与
最大的政策支持。”在谈及龙阳旅游的长期发
展时，李洪波跟记者这么说。

龙阳镇旅游招商电话：
刘彬（0632-2057854、1388477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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