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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晓雷

继济南“天下第一泉”申报国家5A景区成
功后，临沂蒙山旅游区和潍坊沂山旅游区跨地
域联合创建“沂蒙山”5A景区，成为我省创建
5A景区下一个重点。

8月23日，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经过一年
时间筹备，目前，蒙山、沂山按照国家5A级景
区标准所进行的景区软硬件全面提升工作已近
尾声，申报5A的报告书及各项档案材料已报送
国家旅游局，正静等国家旅游局的景观质量评
审和暗访评审。

争创5A景区，做大做强我省知名旅游品
牌，这是建设旅游强省的重要内容。我省不久
前出台的《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
成旅游强省的意见》中提到，加强旅游产品品
牌建设，到2017年，设区市至少建成1处5A级旅
游景区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或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对新创建的5A级景区等将给予奖励。

据了解，蒙山旅游区和沂山旅游区同为国
家4A级景区，也是当地知名旅游目的地，各有
一定的体量和影响力。去年，两地均提出各自
创建5A级景区的目标。省旅游局经过研究分
析，建议两地不妨借助“沂蒙山”这一已有形
象和口碑，提出“沂山、蒙山联合创建沂蒙山
旅游区”、共同申报5A的总体思路。

省旅游局规划发展处负责人、沂蒙山创5A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蒋卫东称：“两地虽
属不同行政区划，但同属沂蒙山革命老区和同
一条山脉，而且沂蒙山这一品牌早已家喻户
晓，若彼此单独申报，各自景区体量不是问
题，品牌影响则相对欠缺。”

省旅游局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临沂、潍坊两
市及蒙山、沂山两管委会的认可和采纳。蒙山
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解东和沂山旅游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刚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两地以“沂蒙
山”名义联合创建，确实是“创建成功的一种
需要”。一年来，省旅游局对“沂蒙山”5A创
建工作大力支持，今年4月份专门成立“沂蒙山
旅游区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工作协调小

组”，确保各项创建工作的落实。
在省旅游局统一调度下，创建小组办公室

先后组织召开协调推进会议三次，并组建了综
合协调、档案材料、宣传营销、规划推进、现
场建设五个创建推进工作组。潍坊和临沂两市
对照国家5A级景区创建标准，围绕各自分工，
协调推进5A创建工作。

解东称，一年来，蒙山旅游区围绕创5A标
准进行了8个方面的硬件提升建设和5个方面的
软件提升建设，省级层面的抽评和各方面评审
均已通过。李刚介绍说，沂山旅游区也进行了
总投入过亿元的旅游硬件和内部管理的提升改
造工作，对包括景区景观、导视系统、语言广
播系统、游客中心、停车场、换乘中心等进行
了全面提升。

不同地市辖区、两个完全独立管理系统的
景区，联合创建打造5A景区，最困难处莫过于
两景区的统一机制、管理模式、利益分配、营
销推介等环节。解东解释，省旅游局已经成立
了筹建沂蒙山旅游区领导小组，蒙山和沂山各
有景区管委会，两者在省旅游局领导下相互协
调统一创建，政府层面的体制机制已经理顺，主
要难点在于经营管理层面。下一步，双方将着手
筹划成立一个沂蒙山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公司，把
相关各个景区的经营管理统一到这个公司里。

蒋卫东向记者证实，下一步将成立沂蒙山
旅游区经营管理公司，统一整个沂蒙山旅游区
的营销、管理、经营、服务等工作。

蒙山、沂山联合打造5A，对双方来说是一
次“双赢”。解东称，沂蒙山在全国各地包括
港澳台地区，知名度都是非常大的。两地联合
打造这个品牌，有利于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红
色文化资源，实现该品牌优势最大化。同时，
先前两地“各自为战”，彼此存有一些矛盾和
竞争，资源开发呈现同质化、重复化现象，如
今通过出台统一的沂蒙山旅游规划，对各景区
重新进行定位，对相关旅游产品开发也重新进
行梳理，使得每个景区都有不同的定位和主
题，在项目上呈现出互补，有利于整个沂蒙山
旅游产品集群的开发。

蒋卫东也指出，两地若联合创建5A成功，
我省5A级景区将达到10个，对我省旅游发展意
义重大，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是
不可估量的。同时，对于两景区自身来讲，可
以借助创建5A使整个景区软硬件设施得以全面
提升，对于景区今后融资也有极大便利。“由
于5A景区的通过率低、数量少，景区等级高低是
作为景区资源价值评估和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授
信的直接依据，5A这块牌子即是最好的抵押。”

□ 本报记者 高晓雷

笔者籍贯是山东临沂，在省外采访或旅游
时，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情况，对方问我家乡
是哪里，我答道山东省临沂市，结果对方一脸
疑惑、不知所云。当我改口“我来自沂蒙山
区”时，对方立即恍然大悟，连称“知道知
道”，甚至双方感情也一下子拉近不少。

别人知道“沂蒙山”，并不是因为这里有
哪座山，而是因为这里是革命老区，有红嫂的
故事，有沂蒙六姐妹的故事，有革命战争时期
无数的支前民工和独轮车……简言之，是红色
文化让沂蒙山区名扬天下、家喻户晓，红色文
化与沂蒙山区早已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红色旅游是当今旅游业的一个重要主题。
反观省外以革命老区为品牌打造的景区，无论
是井冈山还是西柏坡，皆主打红色旅游，深挖
红色旅游资源和红色文化，已成为我国红色旅
游重要目的地。同时，绝大多数游客也首先是
冲着红色文化而去。可以说，一旦以“沂蒙

山”为品牌的国家5A景区申请成功，相当一
部分游客会慕名“红色旅游”而来，若游客不
能或者很少体验到红色文化，这对于沂蒙山旅
游品牌的持久树立，将产生不利影响。

可喜的是，当地已经认识到红色文化对于
沂蒙山旅游品牌的意义。关于未来景区主题定
位，蒙山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解东说：“从主
体的对外形象来讲，沂蒙山旅游区应主推红色
文化这一品牌形象，坚持‘以红带绿，红绿结
合’，以红色旅游来吸引人，以绿色旅游来留
住人。”

诚然，相较于井冈山和西柏坡等革命老
区，沂蒙山区的红色文化主要以故事为载体、
以精神产品的形态而存在，这给景区旅游规划
和旅游产品的打造带来一定难度。但是也应该
看到，革命时期的老区，在改革发展的今天，
衍生出“沂蒙精神”，产生了九间棚等新时期
的典型，如何深挖这种奋斗的精神，并唤起人
们的共鸣与体验，这应该是沂蒙山旅游品牌打
造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李文 徐晓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大美青州杯”2013寻找山

东最美乡村活动本周投票持续火爆。短信、电
话、网络投票较上周都有大幅增长。2013寻找
山东最美乡村探访活动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截至目前，探访团已经走过了东营市垦利
县胜坨镇、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二奇楼村、济
宁市微山县微山岛乡、曲阜市石门山镇和淄博
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办事处。探访团成员由摄影
家、主流媒体、专业模特以及旅游达人组成，
之后还将陆续走进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邹城
市峄山镇、龙口市南山村、滕州市滨湖镇以及
滕州市柴胡店镇等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镇。目
前，咨询探访活动的单位络绎不绝，探访团将
每周走进一个具有山东特色的旅游村镇，探访
乡村秋色，品尝当地美食。

探访活动详情请关注大众旅游周刊网：
www.dly365 .com

咨询电话：0531-82676304 82676314

排名 候选名单
1 龙口市南山村
2 齐河县安头乡塚子张村
3 济宁市微山县微山岛乡
4 滕州市柴胡店镇
5 章丘市相公庄镇小康村
6 龙口市芦头镇庵夼村
7 潍坊市坊子区石沟河村
8 垦利县胜坨镇
9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洼里村
10 滕州市滨湖镇
11 泗水县济河街道龙湾套村
12 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
13 淄博市淄川区上端士村
14 曲阜市石门山镇
15 安丘市柘山镇
16 青州市王坟镇侯王村
17 福山区回里镇胡家夼村
18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晓望社区
19 莱芜市莱城区羊里镇东土屋村
20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西官亭村
21 安丘市辉渠镇
22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善疃村
23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田家村
24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二奇楼村
25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黄草岭村
26 费县大田庄乡
27 沂水县院东头镇
28 安丘市辉渠镇下涝坡村
29 章丘市文祖镇三德范村
30 海阳市盘石店镇薛家村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0日，全省乡村旅游现

场会在淄博市博山区召开。其间，十七市旅游
部门的分管领导考察了池上镇中郝峪乡村旅游
发展情况。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今后以农民
为经营主体、本身具备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事业
基础和愿望的乡村旅游点，将获重点扶持和培
育。

中郝峪自2003年发展乡村旅游，5户主动
要求开发农家乐的村民在一年内将前期投资全
部收回，并获得村两委自筹的每户2000元扶持
奖励。典型带动加上上级旅游部门陆续出台的
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政策规定，村民开办农家乐
的积极性高涨，旅游项目不断完善，档次不断
提升。截至目前，中郝峪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
农户经营农家乐，其中5家被省旅游局评为4星
级农家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开创绿色经
济，2012年底，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4800元，比
2003年增长了12倍。

据了解，近期十七市旅游局将以此为参
考，推荐具备典型示范意义或发展潜力的“一
镇两村”上报省旅游局。入选村镇将在改厨改
厕、从业人员培训、规划编制、以奖代补政策
等方面获得重点扶持。经过几年的帮扶投入，
这些村镇有望在全省或各区域形成示范带动作
用，进一步推动全省乡村旅游提质增量。

到最美乡村品味秋色

我省确定

乡村旅游重点扶持类型

■ 创新发展机制 建设旅游强省

蒙山沂山联手创“沂蒙山”5A景区
◆两地按5A级标准，全面提升

景区软硬件，目前，创建5A申报业
已完成。

◆联合申请，可实现“沂蒙
山”品牌优势最大化；统一规划，
可避免资源开发同质、重复，发挥
各自特色，实现项目互补。

◆为破解两景区统一机制、管
理模式、利益分配等问题，双方拟
成立沂蒙山景区经营管理公司，实
现景区管理、经营、营销、服务的
统一。

■ 文明游 你我他

行业痼疾与文明出游矛盾重重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旅游法》实施在即，提升公民出游文明
素质，更好地发挥导游、旅行社的监督引导作
用是近期舆论热点。此前因零负团费、低价团
而名誉受损，因在线旅游市场蓬勃发展而饱受
边缘化与冷落之苦的传统旅行社，似乎迎来了
意气风发的新时代。

但也有业内人士称，行业痼疾不除，这种
旅行社行业发展的“新时代”乃至“文明旅
游”，恐怕都只能如水中明月、镜里鲜花，可
望却不可及。

一些行业痼疾本身
与文明出游存在矛盾

山东旅行社总经理助理王义芳以一个简单

的例子来阐明这种关系：“外国人来华旅游必
吃中餐，品味和感受的是一种文化氛围。而国
人出境旅游也吃中餐，风卷残云般10来分钟吃
完了，这其中则有价格因素。安排西餐的话，
报价会高出不少。”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游
客的不良印象，不少餐厅专门划定中国团队用
餐区域，这些都在无意间给旅游者造成一种被
拉开距离、分出档次的感觉，“自尊、自信的
心灵得不到认可和满足，自爱文明的行为也相
应会大打折扣。”

王义芳坦言，旅行社虽然也希望做品质，
但很长时间内心有余而力不足，受大环境的影
响，深陷低价竞争的漩涡。一个乍听起来难以
置信的例子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北
京的旅游团餐费标准近十年来没有发生任何改
变，始终维持在10元一顿正餐的水平。99元北
京三日游、288元甚至188元华东四日游，几百
元港澳游这种产品也是漫天飞，旅游产品价格
几乎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

“大环境”导致整个行业
低水平运营

令王义芳等不少业内人士深感无奈的这个
“大环境”，始于2003年“非典”之后整个行
业的低水平运营。

记者就此采访了山东济南国信旅行社总经
理张晓国。他回忆道，2003年，受“非典”影
响，虽然当年7月旅游促销与经营活动即宣布解
禁，但全国旅行社已遭受了高达数百亿元的严

重损失，与此同时，游客却因见识到几个月来旅
行社前门可罗雀的景象，普遍上调了折扣预期。

记者查询2003年7月的一些报道发现，一辆
正常报价在800元左右的旅游包车，有的出游团
体仅开价300元；还有的外省客人要求游北京5
天4晚400元，并住两人标准间。当时曾有北京
中国国际旅行社的一位副总经理抱怨，这种要
价简直是毫无道理。

抱怨归抱怨，仍有不少旅行社在急于赢利
的心理驱使下，开始了超低价旅游促销活动。
张晓国指出，旅游产品是服务占较大比例的综
合性产品，难以在旅程开始前衡定其内在质
量，游客更倾向于以价格作为选择标准。长此
以往，提供高质量产品的旅行社越来越难以生
存，以低于成本价从事促销的旅行社从个例变
成普遍现象，旅游产品也从仅仅是降低标准发
展到以强迫购物、增添自费项目等不正当方式
填坑。上述现象又导致了全行业利润低下，待
遇普遍较低，人才流失严重，一线直接为游客
服务的导游缺少工资、补助、保险，在有的地
方甚至还要花钱买团、交人头费，这进一步加
剧了各种行业乱象的诞生。

“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在这种现状
下让旅行社和导游担负起对于游客文明出行的
监督引导责任，或许是旅行社不能承受之重。

美好的体验是旅游活动的内核，需

要提升服务，也需要游客理性、成熟

《旅游法》出台，直接将锋芒指向了“零
负团费”、强迫购物等，并专设旅游服务合同
一章，规定了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对合同必备
内容的说明、告知、严格履约等义务，在破除
行业痼疾的同时，也希望对文明旅游有所裨
益。可以看出，《旅游法》一方面要求市场回归品
质竞争轨道，一方面也将间接推动游客转变盲目
追求低价的出游观念，实现供需双方良性互动。

但记者采访发现，对于《旅游法》能产生
怎样的效果，不少旅行社还在观望，有一些人
甚至发出了唱衰新法的言论；而对于在线旅
游、自由行蓬勃发展下旅行社存在的意义，也
有不少人表示了质疑。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没有新法规范下的
旅行社和旅游者最终将何去何从。”张晓国给
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等待游客在教训中积累
经验，以理性、成熟的消费观念为正规旅行社
的高质量产品提供支撑；另一种是，游客最终
抛弃了旅行社，旅行社失去生存根基。

对于后一种可能性，张晓国不无痛心地指
出，旅行社受到沉重打击，但同时旅游者也将
蒙受巨大损失，缺少了旅行社、特别是优秀导
游出色的讲解、创造性劳动、人性化服务，旅
游价值将大打折扣。

张晓国期盼，“旅游法为旅游者和旅游服
务者的行为划定了一条红线，守法是底线；但
同时，双方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毕竟美好的
体验才是旅游活动的内核，期盼《旅游法》能让更
多人更从容地享受这人世间最美好的活动。”

◆价格因素、国际社会对中国游
客的不良印象等行业痼疾，无意间给
旅游者造成一种被拉开距离、分出档
次的感觉

◆2003年“非典”之后整个旅行
社行业的低水平运营延续至今，旅行
社深陷低价竞争的漩涡

◆《旅游法》的出台，在破除行
业痼疾的同时，也能对文明旅游有所
裨益

“沂蒙山”品牌应深挖红色资源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明湖花船
▲8月24日，游客在济南大明湖荡舟，与泉水节巡游花船共

游。初露娇容的花船引发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好奇心，纷纷租船
泛舟湖面，与之近距离接触。

8月21日，来自
市区的刘彦芳一家正
在沂蒙绿源采摘园区
采摘火龙果。近年
来，沂南县精心打造
休闲农业特色品牌，
推动了沂南乡村旅游
升温。

□高晓雷 麻杰
王鑫 报道

休闲生态采摘

8月18日，垦
利县垦利街道书香
社区古色古香的大
门前，两位市民正
在留下美好瞬间。

□卢鹏
周晓 报道

社区大门成景观

8月 1 8日，中
国·垦利郝家第七届
葡萄文化旅游节骑
游活动举行，19家单
车俱乐部及单车团
体共335人参加了活
动，倡导绿色出行。

□李文
张林林 报道

低碳骑行

近日，枣庄市
山亭区洪门葡萄采
摘节开幕，吸引了
来自北京的200余
位热情的游客前来
采摘参观。

□于鹏 报道

乐享葡萄采摘游

□ 责任编辑 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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