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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晓雷

7月22日到25日，记者到日照采访考察乡村
旅游，其市场之火爆、从业者对行业的热情和
冲劲儿令人印象深刻。

不亲自来日照走一走转一转，就不知道日
照旅游，尤其是乡村游，发展得如此风生水
起、如火如荼。在日照沿海渔村，随处可见挂
着江苏、安徽、河南和省内其他市牌照的大巴
车、私家车往来穿梭；仅有七百余居民的乔家
墩子渔村，在当前旅游旺季，每到周末都能接
待20000多名游客入住……

日照的乡村旅游为何能这么火热？通过走
访和考察了多处乡村旅游点，记者逐渐发现，
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旅游市场的准确把握；换句
话说，主动适应市场需求、主动开拓市场，这
是日照乡村旅游发展火热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1999年首批六户开展“住渔家屋，吃渔
家饭，做渔家活、品渔家乐”为主打内容的
“渔家乐”民俗旅游活动以来，日照目前已经
发展成沿海30多个村、3000余户、8 . 5万张床位
的“吃住渔家”服务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民
俗旅游接待基地，其中有10个村被国家旅游局

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沿海渔家乐的火
热，正是看准了档次中低端、价格平民化，可
以迎合大量普通游客需要这一市场切入点。

渔家乐的成功绝非偶然。小小的一个渔
村，其开拓市场的能力和营销意识就足以让人
惊叹。举个例子，乔家墩子分管旅游的村两委
委员刘照任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一个细节，
每天晚上村里都坚持清点游客车辆，清点范围
也包括存有竞争关系的邻村停车场。“不仅仅
是为了统计游客人次，通过仔细整理分析车牌
号，有的旅行社大巴车曾经在我们村吃住过，
后来却去了别的村子，年终我们会单独去走访
沟通，问问人家为啥不到我村来了，希望尽量
把客户争取过来。”刘照任说。

莒县浮来青生态园旅游示范点，之前只是
面积960亩的浮来青茶业公司的茶叶种植园，
近两年却在着力打造以生态旅游为主体的乡村
旅游点，正在建设可供游客餐饮住宿、茶园观
光、休闲体验的各种旅游设施。在问及为何要去
发展旅游时，浮来青生态园总经理张德胜反复
称，随着参观者越来越多，每次都要另寻地方安
排吃住，茶园逐渐意识到发展旅游这一块市场
前景，于是干脆自己建设一批餐饮和住宿设施。

恰如其分的营销策略，也是日照乡村旅游
点的一大经验。当前，花仙子生态园内多数花
期已过，景区旺季也已过去两三个月，记者在
景区仍能看到上百对新人在此拍摄婚纱照，其
中，为迎合市场需求而建的水下婚纱摄影基地
尤其火爆，拍摄档期已经排到了9月份。该乡
村旅游点的营销推介采取“点对点式”，因景
区客源以拍婚纱照的新人和年轻人为主，景区
前期推介主攻微博和微信，迅速聚拢了一大批
年轻群体。

除了“会抓市场”这一个优势外，上到日
照市旅游局负责人，下到业户村民，都表现对
乡村旅游这个行业充满信心、热情和冲劲十
足，这是日照乡村旅游呈现蓬勃生机的另一因
素，或者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日照西郊，有一处500亩山水环绕的
“月湖山水城市农庄”，游客在这里可享受集
葡萄采摘、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农家乐活动。农
庄总经理魏绪广之前从事家电销售行业二十
年，近两年先后投资2000万经营这个乡村旅游
点。“从前年开始投资，去年接待了1万多人。”

“如此发展下去，你一定会成功的。”记
者鼓励他说。

“是！百分之百会成功！我在五年前就预
见到这个行业能行，这是毋庸置疑的！”魏绪
广睁大眼睛望着记者，语气坚定地说，其自信
和热情让在座的记者不由深受感染。

日照旅游局局长王立新向记者介绍当地乡
村旅游时，开口即提七个字：“茶、花、果、
林、渔、村、镇。”以此表明日照乡村游特色
突出、门类齐全，对每一类别的乡村旅游侃侃
而谈，不难感受其对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视和热
情。副局长赵志超每到一处，都会提醒记者和
其他游客，“拍照片了吗？发微博了吗？赶紧
发微博、微信@好友吧！”

日照旅游宣传推介，年年有新招，王立新
概言今年推介为“三微”，即举办微博大赛、
微电影大赛和开展微信宣传，以小微橇动大市
场……

记者在与日照旅游局相关人士交流中，在
采访各处乡村旅游业户业主时，无论是政府相
关部门还是具体从事乡村旅游的个人，能够感
受到他们对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充满浓浓的自信
和热情。有对旅游市场准确的把握，又有上下
一心谋发展的行业自信，日照乡村游风生水起
的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报记者 刘 英 高晓雷

到日照旅游，除了大海、沙滩，还能玩什
么？如果您想得到一个不错的答案，恐怕要在
一长串“菜单”中挑选一阵。因为这里的茶
园、花海、森(竹)林、果乡、渔家、特色乡村和
旅游小镇，每每有看头，处处有玩头，让您来
到日照，不舍离开。

渔家乐与“茶花林果”相映成趣

提到乡村旅游，日照的渔家乐在规模上是
绝对主力。早在1999年4月，日照市首先选定在
秦楼街道王家皂村6户条件较好的农户进行试
点，推出“当一天渔民，过一天渔家生活”、
赶海、乘船出海、参观海水养殖、举行篝火晚
会等特色旅游活动。

记者了解到，仅乔家墩子一个村就有两万
张床位，是日照“渔家乐”乡村旅游的大户。
一进入7月份，每逢周末，乔家墩子的床位就会
爆满，甚至到“一房难求”的地步。紧挨着的
王家皂、任家台、桃花岛等村，渔家的生意也
是相当火爆。7月中旬，从桃花岛村购票乘船登
岛游览的游客最多达到一天8500人次。目前，
日照的民俗旅游村已达到30个，3000户共8 . 5万
张床位，其中10个村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
农业旅游示范点，为日照旺季日接待过夜游客
近20万人提供了条件。

如果不想到海边去凑热闹，还有更多方式
“闲”在日照。莒县浮来青生态园内，南茶北
引时留下的茶树、粗壮茂密的松林见证着这片
茶园的历史，水岸风情区、购物中心、茶艺体
验、餐饮住宿等设施齐备。依托“江北第一
茶”品牌，该园投资1 . 2亿元建设集生态旅游、
休闲、娱乐、培训等于一体的度假区，正待新
妆迎客。五莲县通过潮白河景观河和乡村游绿

道漫游线，串联起各个乡村游民俗村和五莲山
风景区，形成“山水环绕、村村相连、上山下
河、游山玩水、绿道漫游、尝鲜摘果”的立体
化旅游格局。花仙子景区以花为媒，打造了江
北最富浪漫色彩的婚庆旅游品牌。在岚山区的
百里绿茶长廊，游客不仅可以采茶、品茶、看
茶艺表演，又能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观田园
风光。“第一次见这么多茶叶，芬芳的茶香沁
人心脾。”从济南来旅游的姜女士兴奋地说。

2011年以来，日照以采摘为主题的乡村旅
游发展迅速，东港区的草莓、蓝莓、葡萄采
摘，五莲县的樱桃采摘，岚山区的绿茶、油桃
采摘，莒县的油桃、草莓采摘等，与山海天度
假区等地的渔家民俗旅游交相辉映，吸引来大
批游客。

点石成金乡村游富了一方百姓

日照市旅游局在谋划全市旅游发展的进程
中，高度重视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把乡村旅游
当做一项让百姓得实惠，让基层得民心的工程
常抓不懈。

旅游的创意，让原本普通的资源，稍经加
工便可点石成金，富裕一方百姓。东港区南湖
镇发展周末QQ菜园，将土地以租赁的方式租给
市民，可以体验管理种植，一亩地价值翻了三
番，河山镇的草莓采摘，足不出户就能赚钱，
让农民切切实实尝到了搞旅游的甜头。五莲县
叩官镇开展樱桃采摘，拉长旅游产业链条；青
山绿水中的松柏镇“百果谷”内，可以体验采
摘、体验耕种、垂钓、烧烤……这片万亩果林
以美丽的自然风光、精致的内部设计吸引了游
客；据统计，今年1至5月，五莲县乡村旅游接
待人数达27万人次，远远超出了去年全年的18
万人次，从事旅游业的农户一个多月收入高达
四五万元。

通过整合资源、填充要素、拉长链条，乡
村旅游使农民从过去单一打渔、卖果收入转变
为多重旅游收入。以五莲县小樱桃为例，如果
农户自己采摘，每人每天采摘量只有30-50斤，
其中一半以上的樱桃来不及摘就坏掉了。通过
发展采摘游合作社，开展樱桃采摘游，有效解
决了樱桃采摘难、销售难、价格低的问题，节省了
雇人采摘的劳动力成本。两村小樱桃零售最低价
格均保持在6元以上，甚至比城里还高出2-3元。

大旺村8户农家乐中，采摘季平均每户毛收
入3000元左右，采摘期间单户最高收入3多万
元，实现农家乐餐饮收入20多万元，村内旅游
超市采摘期间日收入1000多元。董家楼村有6户
农家乐，采摘期间农家乐餐饮收入5万多元。通
过发展采摘游，把原本禁锢在樱桃园里自己采
摘销售的农民解放出来，他们大多选择外出打
工赚钱，平均每天工资100元左右，每个劳动力
一年能增加收入三、四万元。

沿海的渔村则以家庭为单位，开设了家庭
宾馆，开展民俗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餐饮、
住宿，提高了渔民收入，普通经营户年收入3-
10万元不等，部分档次较高的经营户年收入20
万元以上。

一边是看到乡村旅游巨大潜力纷纷参与的
百姓，一边是为亲近自然络绎不绝的市民。
2012年，日照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1092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60 . 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
和21%。

未来乡村游还得再往高处走

“乡村游在国际上是一种高端旅游，越规
范、有特色，越能激发它的高端价值”，日照
市旅游局局长王立新介绍说，从国际上的经验
看，以规划引领建设，以培训提高素质，以标
准化规范管理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将是未来

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主要发展路径。
为此，日照市旅游局制定了《日照市环城

市休闲游憩带规划》，对日照环城市休闲游憩
带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
以滨海游憩带为主线，向东港、岚山、莒县、
五莲辐射的半圆形。出台了《日照市旅游局
2013年度旅游开发建设奖励办法》，对积极参
与旅游强乡镇、特色村、农业旅游示范点、精
品采摘园等创建，并通过省旅游局验收的给予5
万元的奖金奖励，在基础设施投入上给予补
贴。这一政策大大激励了各地提升乡村旅游品
质的积极性，据悉今年，这项奖励相关村镇达
到100万元。

为解决农户分散经营形成不良竞争的问
题，日照市借鉴外地开展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经
验，结合本地实际，在五莲县开展乡村旅游合
作社试点。在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上采取全村参
与的“合作自理型”、由政府+企业+协会+果农
的“1+1+1+1合作型”还有“政府主导型”三种
模式，实现多样化、多模式经营发展。

如今，日照的特色乡村、旅游小镇开始显
露头角。莒县夏庄镇、国际海洋城涛雒镇、莒
县浮来山镇、莒县城阳街道办事处、五莲叩官
镇、秦楼街道办事处等先后进入全省旅游强乡
镇名单。五莲县靴石村、刘家南山村和莒县夏
庄镇小窝疃村、岳家村成为旅游特色村，山海
天旅游度假区的王家皂、桃花岛风情园、任家
台、乔家墩子、肥家庄和东港区竹洞天风景
区、国际海洋城涛雒镇刘家湾村、岚山区巨峰
镇、莒县浮来青生态园、五莲山靴石村等入选
国家和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46家星级农家乐
引领着乡村旅游发展。

下一步，日照市将根据全省乡村旅游工作
会议精神，进一步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典型、规范管理、提档升
级，促进全市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发展乡村游，靠市场更靠自信

日照的休闲度假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以
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休闲产品，形成立体化资
源，多业态发展的格局，不失为暑期旅游的首
选。

海景公园享悠闲

在山海天省级旅游度假区由北向南15 . 5公
里的海岸线上，建有大大小小7个休闲主题公
园，成为日照市民和游客休闲的绝佳去处，夜
景更是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令人流连忘返。

【推荐游览路线】
灯塔广场-世帆赛基地-万平口生态公园-

泊烟广场-临涛广场-浴月广场-映旭广场-阳光
海岸-桃花岛风情园-森林公园

【行车路线】自驾车沿碧海路(南北向行
驶)。7月至9月，游客也可搭乘日照旅游专线，
首班8：30，末班19：00，票价1元。

【体验活动】步游沙滩、公园骑行、广场
唱K、踏浪赏月。

吃住渔家乐陶陶

日照“渔家乐”乡村民俗旅游以“住渔家
屋，吃渔家饭，做渔家活、品渔家乐”为主打
内容，已成为日照乡村旅游的特色品牌。目
前，日照市共有30个村的3000多农(渔)户从事
乡村旅游，总接待床位达8 . 5万张。

【推荐四星级渔家乐】
乔家墩子村：小五星宾馆、浅水湾酒店、

海风情宾馆、水源帆情宾馆、东方龙宾馆。
王家皂村：鱼香情旅馆，大泉沟江河佳苑

酒店，桃花岛宾馆，肥家庄润佳渔家。
吴家台村：海悦旅馆、海悦龙泉旅馆、渔

海苑宾馆。
任家台村：迎宾园旅馆、大陆海鲜渔家。
【行车路线】碧海路沿线(南北向行驶)
【渔家乐特色】赶海、搭乘渔船出海、撒

网捕鱼、品渔家宴。

海滨森林深呼吸

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林海相映，森林覆
盖率78%，景区长达7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潮
间带平均宽度380米，尤其适合老人和小孩游
泳、玩耍，是进行沙滩浴、海水浴、日光浴、
森林浴的最理想地点。

【推荐体验】森林餐厅特色餐饮
餐厅置身于遮天蔽日的水杉林中，在这

里，游客能够尽情呼吸森林氧吧的负氧离子，
听蝉鸣鸟语，品美酒佳肴，赏林海风情表演。

夏日狂欢龙门崮

夏日炎炎，位于日照山岳乡村的龙门崮景
区，推出“夏日狂欢夜”大型演艺、美食季活
动。在此，游客可以尽情畅饮冰爽啤酒饮料，
品尝麻辣爽口的烧烤，特色美味的小吃，同时
欣赏各类独具异域风情的精彩演艺节目。

【交通指南】日东高速22公里处西湖出口
下，右拐前行100米左右，至“T”型路口左拐
至335省道，按路标指示即可到达度假区。

徜徉花仙子世界

花仙子景区位于日照西湖镇，是一处集婚
纱外景摄影和绿色有机农业为一体的新型景观
业态，每年4月至11月，有160多种花卉次第开
放，其中有诸多品种以花海形式呈现。这里利
用大面积成片花海所形成的独特的景观优势，
正在开发休闲旅游业务。

【交通指南】日东高速22公里处西湖出口
南行2公里，西湖路转花仙子路。

月湖农庄采葡萄

在日照城西罗家城子村的西山上，有一座
集葡萄采摘、观光、垂钓、餐饮等旅游、休闲
项目于一体的城市农庄，种植有1000多亩优质
葡萄；游客在浓荫密布的葡萄长廊下漫步，从
尘世喧嚣中走来的那颗烦躁的心，瞬间便感觉
清静了几分。

【交通指南】从日照东港区政府出发，沿
海曲中路向西行驶，右转进入日照北路，沿日
照北路行驶，左转进入山东西路，沿山东西路
行驶2公里，右转，行驶2 . 4公里，右转，行驶
260米，到达西罗家城子村。(沿村路向西北方
向行驶可达)

江北茶园品文化

莒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著名文学评
论家刘勰的故居，浮来山“天下第一银杏树”
等闻名于世。这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
还是南茶北引的成功培育基地，拥有“江北茶
乡”的美誉。浮来青生态园地处莒县县城以
南，浮来山南麓的长虹岭，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其紧靠206国道，由日东高速公路莒
县站驶出，便进入了浮来青绿色通道。目前，
浮来青生态园接待中心正在紧张施工建设中，
已颇具规模和生态景观的千亩茶园，是集生态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欢乐之所，在林间鸟语、茶
田清香的氛围里，品味浮来青茶的幽香，真正
体味休闲的意境。

【交通指南】日照莒县夏庄镇，日东高速
莒县口下，向沂南方向转弯沿206国道行驶3分
钟即到。

靴石村里看民俗

靴石民俗旅游度假村座落于九仙山风景区
腹地，森林覆盖率达95%，灏水河自村前流
过，九仙观、驭龙山、竹笛园、靴石花园、龙
角山星罗棋布，环列四周，年平均气温12 . 6℃，
是山青水静、四季如画的世外桃源。

该村致力打造“山乡人家”民俗旅游品
牌，策划了“当一天山里人，过一天农家生
活”、过樱桃节、烤全羊、篝火晚会，攀岩、
上山拾蘑菇等特色旅游活动，并以小笨鸡、烤
全羊、豆腐宴、菌子宴、野菜宴、粗杂粮六大
特色吸引着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村内可同时
容纳2000人就餐，150人住宿。

【交通指南】沿日照北路直行，进入G204
行驶6 . 8公里，左前方转弯行驶14 . 3公里，左转
进入S334，至九仙山风景区，由景区山路行驶
可到达靴石村。

茶、花、林、果、渔、村、镇并行发展

日照乡村旅游风生水起
日照：休闲度假好地方

日日照照生生态态茶茶园园

出海捕鱼归来，游客们收获了鱼虾和欢乐。 □郑成刚 摄

游客在月湖农庄的葡萄长廊下漫步。 □李 文 摄

花花仙仙子子景景区区 □□惠惠希希栋栋 摄摄

日日照照市市乔乔家家墩墩子子民民俗俗旅旅游游村村的的海海水水浴浴场场游游客客爆爆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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