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3齐鲁乡村逍遥游休闲汇之寻找山东最美乡村

齐陵：一部“历史读本”的生态情怀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齐陵街道状似蚕形，境内地势南高北低，
南部为低山丘陵，中部为山前倾斜平原，北部
为平原。说起以旅游强乡镇的缘由，齐陵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成刚表示当地生态环境优美，古
迹遗址众多，不应浪费这些天生优势；只要让
游客在思古幽情中感受到绿色生态魅力，齐陵
终会重振雄风。

这种寻找错位竞争优势的思想实际上代表
着“因地制宜”。近年来，在对各地自然地理
状况、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等方面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齐陵街道提出构建生态观光农业、商
贸物流、生态循环农业三大主体功能区，在互
动互补中将区域资源禀赋变为竞争优势，以
“不平衡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

胶济铁路以南，淄河以东的20平方公里土
地属南部山区，下辖8个行政村，这里的自然历
史条件最为优厚，探访行程的几大“重量级”
目的地——— 田齐王陵、终军墓、稷山墓群、马
莲台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几任领导眼中，这块地
方最宝贝，也是发展生态观光农业的最佳选择。

首先是完善基础设施，按照“绿道”、
“人车分行、慢自一体”理念建设的旅游路为
沿线16个自然村8477名群众提供出行方便，也为
产业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山区绿化工
程按照“能绿则绿，见缝插绿”原则造林上千
亩，为观光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今年以来，齐陵街道还充分发挥土地流转的政
策导向作用，出台了奖励扶持措施，积极搭建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建立了科学的土地流
转价格评估和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关制度规范
流转程序，在群众充分自愿基础上，南部山区
现已完成土地流转6000余亩，为观光农业发展

提供了土地支持。
路通了，环境好了，土地有了，缺乏大企

业介入却一直是齐陵街道发展旅游的一个短
板。一位负责人表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摸
索着定位，现在看来方向没跑偏，但终归势单
力薄。”近两年，随着齐陵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提升，多家省内外企业前来磋商生态农业发展
事宜。截至目前，街道已与蓝溪地产、齐旺
达、众得利、新空间等七家企业达成协议，共
同建设农业生态园项目。牛山生态观光园、新
空间苗圃基地、蓝溪都市农业园、美陵生态农
业示范园、“忆当年”农场、淄河现代农业观
光示范园等项目正在实施，一个以珍稀浆果采
摘、金银花种植、开心小农场、景观农业等为主要

特色的生态观光农业区初具规模。
齐陵街道与青州市交界，是淄博市的东大

门，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309国道贯穿全
境，境内沥青路纵横交错，公路、铁路运输十
分便利。有此区位优势，街道试图将中部打造
为商贸物流区，让从南部或北部而来的游客在
此处沉淀下来。

一方面是结合省旅游局近两年的扶持，重
点打造英伦风格的旅游小镇。街道现已聘请天
津大学建筑学院设计团队制定了《齐陵街道片
区综合性城市设计规划》，办事处驻地的淄河
村被确定为重点城镇建设区。旧村改造中，齐
陵积极融入齐文化符号，构建特色文化集中展
示长廊以及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镇生态系

统，将上述区域打造成城镇商贸、居住、教
育、行政和文化中心，进一步汇聚人气，发挥
催化效能，辐射带动周边行政村发展。另一方
面，街道重点发展绿色无污染商贸流通业和机
械加工业，打造临淄东部经济新的增长极。精
品宜居工程正在推进中，莲台山庄、奥园三
期、御泉湾等已开工建设，部分项目主体已完
工。有了这些基础，咖啡屋、酒吧、温泉馆等
休闲服务业态将加速落地，游客有了更多留下
来的理由。

据了解，齐陵北部平原以前只有猪、牛、
鸡等养殖企业，大量畜禽粪便对环境造成了严
重污染。自从将此地确定为生态循环农业区，
街道通过打造循环产业链将有机粮食基地、畜
禽养殖场、蔬菜标准种植基地等有机连接起
来。现在这里有“齐御”黑猪养殖繁育基地、
“元丰”鸡蛋生产基地、淄博庚源晨奶牛场，
也有获丰、祖发、京苑、乐采四大绿色蔬菜生
产基地。奶牛养殖基地建设了1000立方米的大
型沼气池，附近村民通过种植有机小麦、玉
米，将产出的秸秆作为饲料销售给养殖场进行
青贮；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用来产生沼气，供
附近七村近千户村民烧水做饭，祖发等大棚种
植企业则可利用沼气、沼渣沼液等作为有机肥
料。生态循环农业让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一
举三得。每到冬天，这里的采摘游特别火，广
饶、青州的客人都往这里涌。

以“三区”战略为引导，齐陵街道正被打
造成规划有序、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体。下一
步，街道将在村落氛围维护、农村社区整体发
展、乡村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加强总体考虑和部
署，并将按照大旅游的理念做好齐王陵生态文
化旅游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创造和建设中国唯
一或第一的旅游新产品。

“不平衡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临淄区齐陵街道是淄博市的东大门，境内
文物古迹浩繁，能完整贯穿齐国800年历史。
近年来，临淄通过办节、足球起源地确认等系
列措施，使得齐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
注，彰显出巨大的开发潜力。齐陵街道借势而
起，全力打造“齐文化生态旅游区”。8月23
日，记者跟随“大美青州杯——— 寻找山东最美
乡村”探访团来到这里，在峰峦起伏与林木葱
茏间体味了这部历史读本的“生态情怀”。

“为临淄百姓留一方净土”

探访首站选在淄河东岸的天齐渊。经由一
道朱红色拱形大门，中巴车缓缓驶上一条崭新
的柏油马路，半米高的波斯菊花带将机动车道
与步行道自然分隔；道路两旁各有一处面积不
大的池塘，塘边杂草近乎乱生，却与数十米开
外的嶙峋巨石相应和，呈现出一种大自然的野
性美。朝东北方向望去，一座长约四五百米的
铁路桥在秋日晨光中熠熠生辉。经过两个小时
的车程，眼见这样一幅极具层次感的美景，探
访团成员纷纷下车拍照留影。

据齐陵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士强介绍，天
齐渊亦称天齐池，俗名温泉、丰水。在诸多历
史记载中，这里山清水秀，是游览胜地，而今
泉水枯竭，只留下泉眼和四周的乱石，令人颇
有感触。

可以说，齐陵街道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条
件值得艳羡，但多数景点散落于阡陌之间，保
护开发难度大也是事实。近年来，如何对众多
珍贵资源进行修复、完善、提高乃至整合，齐
陵街道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提出以旅游活化文化遗产，再现齐地辉煌。

“乡镇发展要找准自己的错位竞争优
势。”当地党工委书记张成刚向记者道出了这
样做的缘由：作为水资源保护地，齐陵街道是
临淄区几个街道中唯一没有化工企业的，虽然
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但也因此，生物多样
性保存完好，为临淄百姓保留了一方净土。在
他看来，齐陵街道交通便利，区位优越，若能
充分发挥自身文化及生态资源优势，同步推进
生态保护、旅游开发、农业发展和文化建设，
通过做大做强生态文化乡村游，成为临淄区的
后起之秀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2011年开始，齐陵街道启动了田齐王陵
风景区规划建设，结合山区农业开发，打通
17 . 3公里旅游路，贯通了二王冢、四王冢、紫
荆山、牛山、康山、马莲台、稷山汉墓、天齐
渊等八个景点；配合旅游路建设，以沿路、沿
沟、山体绿化和农田林网建设为重点，齐陵街

道实施了山区绿化工程，在旅游路两侧的蛟
山、牛山南坡等宜林山区栽植侧柏、黑松等各
类树木30万株，完成造林面积1100亩；2010年
起，山区旱田改造陆续进行，机井、灌溉渠
道、蓄水池、生产路等农业基础设施相继完
善，南部山区1 . 1万亩耕地全部变成了水浇
田。现在，山区百姓不仅能够从全街道生态文
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受益，也再不用过“看
天收成”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进齐陵而知齐文化

齐陵这片土地一步一景，一景就是一段历
史，一个传说。虽说生态低碳观光旅游现在是
齐陵街道的重头戏，但进齐陵不观齐景、不了
解齐文化，只顾徜徉于绿水青山之间，恐怕就
有点买椟还珠的意味了。

齐陵街道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古
齐八景中“牛山春雨”、“龙池秋月”、“淄
江垂钓”三大景观及马莲台、石海、天齐渊、田齐
王陵等景点都分布在齐陵境内。为了在有限时
间内尽可能深入感受齐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
流长，他建议采访团从天齐渊经管仲纪念馆驱
车至齐王陵———“一线知‘春秋’，这条线路串起
的正是从先齐到战国时期齐国的800年历史。”

天齐渊是先齐历史的代表，相传秦皇汉武
去泰山封禅之前都会先来这里祭天，天齐渊也
因此成为临淄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化遗存。

山阴处的管仲纪念馆无疑就是春秋时期齐
国的代表了，这里至今延续了明清以来每年农
历三月三和九月九各有六天庙会的习俗。只不
过，那种商贩如涌、游客如潮的场面现在不只
出现在这两个日子。馆长王砚平有些得意地回
忆起半个月前刚刚结束的帐篷音乐节——— 就在
那气宇轩昂的管仲雕塑下方，上千名摇滚乐爱
好者见识到了历史与现代艺术结缘后彼此更加
摄人心魄的力量。

线路终点即是享有“东方金字塔”美称的
田齐王陵，也是此趟探访的主要目的地。资料
显示，田齐王陵是目前我国仅存的规模最大的
先秦诸侯王陵古墓群，1988年即被国务院列为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秋明空旷，当
探访团成员站在一片澄澈的天空下极目远眺，
几座山峰连绵相依，三面群山环绕，正北路桥
双飞，分明是一副雄浑粗犷的写意景致。走近
观看，田齐王陵那下方上圆的造型，东西直列
的阵势，还真与埃及金字塔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田齐王陵始终气度
不凡，不知疲倦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
的信息。田齐王陵之于齐陵街道，除了作为战
国时期齐国的代表，更是街道名称的由来。据
了解，在过去，文物保护为当地旅游开发带来

了诸多困难与挑战，2012年以前，游客甚至只
能隔着铁路远望此景。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
当地旅游部门已同文物局达成一致，以绿化为
主打造田齐王陵森林公园，旅游开发与文物保
护找到了结合点。

后起之秀期待一飞冲天

游览讲求动静结合，如果说探陵寻古体验
到的是一种内敛静谧之美，中午探访团在马莲
台景区用餐，沟谷两旁散落于林木植被间的各
种旅游服务设施则为大家呈现了乡村休闲游的
勃勃生机。

党工委副书记薄刚告诉记者，马莲台主打
餐饮养生服务品牌，景区内“农家乐”饭店已
从完善硬件设施、优化就餐环境等方面进行集
中升级；附近集养老、疗养、休闲度假、生态
种植于一身的颐康养生苑可为1000多名老年人
提供舒适生活，作为配套设施的梅花鹿繁育基
地则全省闻名，年接待游客上万名。

据了解，马莲台现在已发展生态农业观光
园和农家乐20多家，带动2600余名闲置劳动力
就业，年营业额达5000余万元。每年清明、五
一前后，桃花、杏花等竞相开放，清香悦人；
探访团若是再晚些来，核桃、大枣、柿子也将
挂满枝头，游人可在此尽享采摘乐趣。

从地瓜、山药这类最朴素的农家菜到特色
产品干锅鸭头，大块朵颐之后，探访团前往本
次行程的最后一站——— 后李文化遗址。据说北
纬37°在史学家、地理学家眼中一直是神奇地
带，它所穿行而过的地域荟萃有大量人类文明
和文史胜迹，齐陵街道正处在这一黄金纬度
线。因此，距今约8000年、以商周文化遗存为
主的后李文化遗址被发掘于此也就不足为奇。

话虽如此，当一座埋葬有10辆古车、35匹
殉马的车马坑出现在面前，头顶上方又响起济
青高速上现代化汽车驶过的隆隆声，成员们这
才理解了导游所说的“上下五千年”，不由得
连连称好。

即将返程的路上，记者从当地工作人员那
里听到一个喜讯：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大项
目落户太公湖畔，齐陵有望发展成为齐文化旅
游的中心区域。淄河沿岸、太公广场之邻涵盖
足球博物馆、齐文化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和文
化市场四大主题单元的“齐文化中心”，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临淄区乃
至淄博市的地标性建筑；淄河景观提升改造工
程全面展开，完工后，淄河将呈现“洲、滩、
湖、湾”四大主题区段，再现碧波粼粼、绿草
茵茵的生态河廊风貌。“在不久的将来，齐陵
街道一定会是临淄区最好的一方文博之地，一
处宜居休闲之所。”张成刚信心满满。

吃喝玩乐在齐陵
小村有景

▲探访团成员在管仲纪念馆前合影 □李勇 摄

▲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翟华清 摄

▲天齐渊温泉遗址 □李勇 摄

▲供人观赏的梅花鹿 □李勇 摄

▲马莲台风景区 □李勇 摄

▲石海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 □李勇 摄

▲还未进院，已闻油香，齐陵街道小磨香油
沿承了传统制作工艺，石磨磨制，香气扑
鼻，香味浓郁诱人。□郭新平 摄

▲齐御黑猪（齐陵街道办事处供图）

▲马莲台农家乐设有娱乐、休闲场所。
□李勇 摄

▲山庄后厨正在顺菜的大嫂给客人展示她
们使用的环保蔬菜。 □李勇 摄

▲齐陵街道产的五谷杂粮，内含丰富的植
物蛋白和膳食纤维，绿色又营养。

□王平 摄

▲“元丰”牌鸡蛋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志
认证。（齐陵街道办事处供图）

田田齐齐王王陵陵 （（齐齐陵陵街街道道办办事事处处供供图图））

管管仲仲纪纪念念馆馆 □□翟翟华华清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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