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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乡村美如画

周六，家住东营西城的王先生一家一大早
就驱车来到了龙居黄河森林旅游度假区，在树
林里找到了一小块空地，支起帐篷，架起烧烤
炉，为周末露营忙活了起来。

“龙居这个地方，树多，空气清新，环境
好，还专门设置了可以野外烧烤的地方，我们
一家人经常会来这里露营。”王先生边忙活边
说。像王先生一样，一家人全体出动或者呼朋
唤友一起来龙居度周末的不在少数，不一会，
又有四五家人在周边扎起了帐篷，和王先生做
了“邻居”。

今年以来，龙居镇把发展乡村旅游业作为
助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抓手，通过不断加大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旅游文化产业、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等有效手段，使该镇旅游产业展现
出独特的魅力，旅游经济已逐渐成为该镇的支
柱产业。

龙居镇把打造绿色生态、休闲观光品牌，
着力建设“氧”生天堂，休闲福地，作为造福
子孙后代的大事来抓，大力发展速生林、西
瓜、蔬菜等特色产业。目前全镇林场面积达4 . 5
万亩，蔬菜5000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态
之乡”。龙居良好的生态资源得到了广大市民
的充分认可，“小长假”“双休日”旅游观光
客络绎不绝。

“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国家3A级景
区”、“山东省旅游强镇”、“山东省特色景
观旅游名镇”、“省级森林公园”等等一系列
的荣誉和称号，见证了龙居镇旅游业从无到
有，从启蒙到成长为独树一帜的品牌发展历
程。六月时节里，龙居万亩乔木葱翠挺健，时
令瓜果沿河飘香，游人穿梭如织，百姓安居乐
业，书写出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乡村旅游富农家

6月份的龙居镇早已是一派郁郁葱葱，主干
道兴龙路两旁高大的乔木浓荫相接，树下一个
个卖西瓜的凉棚沿路排出几公里，一辆辆私家
车络绎不绝。谢何村瓜农何学光夫妻俩正忙碌
地接待特意前来摘瓜的游客。

跟随何学光走进大棚，热腾腾的大棚里，
绿毯似的枝蔓间一个个滚圆的大西瓜格外招人
喜爱。几个游客正在仔细挑选西瓜，“蓝头
绳，纹路清晰的最甜……”一名小游客嘴里念
念有词，蹲在一个个大西瓜间煞是认真地比较
着，额头上渗出汗珠仍兴趣不减。“我们专门
开车从西城过来摘西瓜，一是因为麻湾西瓜好
吃出了名，再就是为了让孩子看看西瓜的成长
环境，亲手摘自己的西瓜，也把夏天的快乐带
回家！”小游客的妈妈笑着说。说话间，何学
光已经把他们一家挑选的西瓜装满小推车，推

出了大棚。
受益于乡村旅游的可不止何学光一家。在

韩搂草莓采摘基地，每户果农日均迎客50人
次，日均收入1500元；已注册无公害商标的康
源农业蔬菜种植基地，十余种无公害果蔬均可
接纳游客自助采摘，且自助采摘所占营业份额
正在上升；作为龙居镇招牌的桑葚每到成熟季
节，便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入园，私家车能从
桑葚园排到镇政府门口，每亩地只凭桑葚果就
可为农民带来2000元以上的收益。

龙居镇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等六个方面做文章，先后投资10 . 8亿元实施19个
村的7个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接待集散、运动拓
展、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四大板块，做优麻湾
西瓜、龙居丸子等11个地理标志产品，创建4个
省级产业特色村，打造富民兴业特色村产业集
群。精心设计龙居游览路线，举办“紫椹采摘
节”、“西瓜品尝推介会”、“旅游文化节”
等节会活动吸引游客。重点打造麻湾双王刀、

石磨面粉、手工粗布等旅游商品，龙居月饼、
龙居肉丸、龙居水煎包等地方特色小吃，打响
“龙居制造”品牌。截止目前，已建成农家乐
10家，可同时接待游客1万余人，年接待游客50
万人次，带动就业700余人。

“我们已经抓住了游客需求，下面就要花
大力气，把游客的需求变成我们百姓的收
入！”龙居镇宣传委员马塞丽对记者说道。把
握本土特色，创新服务模式，弘扬传统文化，龙居
镇已摸索出一条旅游产业富民的特色之路。

乡村游打响体验牌

挖野菜、摸鸡蛋、摘西瓜、熬鱼汤、扎帐
篷、做烧烤……每逢节假日，城里的游游客客们在
母亲河畔的龙居忙得得不亦乐乎。今年以来，龙
居镇借助优良的生态环境，独特的黄河文化，
坚持“在体验中挖特色，在体验中提品质”，
重打体验牌，把乡村旅游发展推上了快车道。

“上钩啦上钩啦，爸爸你好棒！”周六的
上午，四岁的小甜甜看到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草
鱼被爸爸拽出水面，兴奋地又喊又跳。在黄河
岸边的熬鱼坊，像他们一样的三口之家不在少
数，很多年轻父母都选择带着孩子到这个别具
特色的“自助餐厅”过周末。这里的自助不同
于其他，不但餐食餐具自取，连要吃的食材都
要自己动手捕获。先在水塘边消磨上一两个钟
头，钓上一条黄河野生大鱼，在老柳树墩做的
砧板上刮鳞、清洗，让孩子去树林里捡一些木
柴，去旁边林下散养的鸡舍里摸几只热乎乎的
笨鸡蛋，然后全家合力在熬鱼坊提供的土锅台
里慢慢炖出一锅龙居风味的鱼汤。

“来这熬鱼的游客更看重的是做鱼的这个
过程，自己钓鱼自己烧火不比吃鱼有意思多
了！”熬鱼坊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小方说道，
“这在城市里是花钱买不到的。”为提高熬鱼
过程的趣味程度，熬鱼坊主体是用竹制品搭建
的开放结构，播放节奏欢快的儿歌，还聘请当
地民俗名吃“八大碗”的厨师现场演示讲解
“八大碗”的制作和来历，让游客最大程度地
感受农耕文化氛围。

与“自助式”餐饮同出一辙，体验式采
摘、体验式乡村旅游，已成龙居镇近年来的旅
游业发展重点，为生态种植业带来了新的利润
增长点。如今龙居镇政府和群众已将体验采摘
作为今后生态种植业发展的一大重点。2013年
启动的“家庭农场”项目更是主打体验采摘
牌，平整土地300亩，种植桃树、梨树、香瓜等

各色果蔬12种，并规划停车场、环形路等适宜
体验采摘的基础设施。

龙居镇旅游办主任曲汉峰说道：“乡村旅
游的核心就是差异化体验，在餐饮业，龙居的
特色就是农耕文化与生态结合，只有让游客融
入制作过程和当地自然环境，才能体会到趣味
和农耕文化的精髓。”

牢牢把握住“差异化体验”理念，承载着
龙居百姓的致富梦想的乡村旅游业，脚步正走
得越发稳健。

林海绿洲 大美龙居
夏日，驰骋在龙居大地，放眼望去，满目葱茏。

如果你没有来过龙居，你无法想象，在东营市的最西郊，黄河岸旁，有一片“氧”生天堂，休闲福地。生态龙居

毓灵秀，林海美景醉游人。九曲黄河在这里90度大转弯，龙居镇以黄河落天的大气势，精心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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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居居大大门门

游游客客采采摘摘乐乐

龙龙居居林林场场快快乐乐骑骑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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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国际旅游开发中心

发展“中国金都-黄金之旅”潜力巨大

招远旅游资源丰富，“金泉山海古村落”
构架了招远旅游的特色和基础。

“凿岩千尺，淘沙万漉，青火冶精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招远人就采用火烧水泼炼
金术提炼黄金用作饰币。自宋代设县以来，实
行“官督民办”，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
办金矿，并创造了溜槽淘金工艺，此后经历了
元、明、清和民国的沿袭发展。境内至今保存
有各个历史时期的黄金生产遗址、采选工具，
更有众多的现代化矿山和黄金企业，是一处天
然的黄金博物馆。

金矿开采对生态具有破坏性，但分布着亚
洲最大矿田玲珑金矿的招远罗山，却是一座名
符其实的生态型金山，主峰海拔759米，森林覆
盖率在90%以上，人文景观众多，被评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

招远地下不仅有黄金，还有从汉朝即被开
发利用的滚泉山古温泉，出水量大，出井温度
高，富含钾、钠、钙、镁、碘、镭、铀等有助
于人体理疗的微量元素。

招远海岸线只有15公里，却拥有细软的沙
滩，呈西南-东北走向，坡度平缓，浪小水稳，
最适合看日落，岸上林木繁茂，属国家重点保

护林带。
招远还拥有开发保护价值极高的古村聚

落。辛庄镇高家庄子村、孟格庄村、大涝洼
村，张星镇徐家村等古村落，创造了江北出版
业的摇篮——— “大书铺”“二书铺”、北京成
文厚、京城名铺“三义广”、济南鲁菜名家泰
丰楼以及龙口粉丝等老字号文化品牌，保留有
大规模的富有胶东特色的历史建筑。2013年被
授予“山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
落”称号。

近年来，招远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优秀温泉旅游城市”、“中国旅
游竞争力百强县”、“中国最具特色(黄金之旅)
旅游城市”等殊荣。

实施“金泉山海”整体开发战略

为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
优势，招远市委、市政府加大培育和扶持旅游
业，依托深厚的黄金、温泉、粉丝、民俗文化
等，实施“金泉山海”整体开发战略，着力打
造以黄金文化旅游为龙头，温泉和购物旅游为
热点，滨海旅游为亮点的三大旅游板块，强化
宣传营销，注重品牌创建。2013年，招远市接
待海内外游客252 . 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0 .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 . 5%和19 . 4%。

加快项目建设，旅游产品相继投放市场。
为推广中国黄金第一游，招远相继开发建成了
黄金实景博览苑、淘金小镇，黄金珠宝首饰
城、招远皮革城，以及大唐金汤园、恒温海水
水上乐园，《战火大金脉》影视基地，中国夼
上艺术区、龙王湖风景区、架旗山游乐园等，
民俗博物馆和粉丝博物馆也正在建设中。

强化市场开拓，进一步叫响“中国金都-黄
金之旅”城市旅游形象。目前，招远每年投入
不少于3000万元旅游促销经费，实施政府负责
“中国金都”城市形象塑造，部门负责“黄金
之旅”旅游形象塑造，企业负责黄金旅游、温
泉旅游、滨海旅游、森林生态旅游等产品品牌
塑造的营销机制，分别在电视台、报刊、网
络、自媒体、楼宇、机场等媒体大范围、高频
次的投放形象宣传广告，并积极组团“走出
去”参加各类国内、国际的旅游促销展销会。

2014年，品牌宣传进行得更“接地气”。
招远市旅游局与中国银行联合推出让市民和游
客尽享优惠的“金都旅游卡”；3月份，在首都
机场三个航站楼投放“从首都到金都，金都招
远-黄金之旅”20秒主题广告和配套宣传彩页；
先后组织企业赴西安、重庆、苏州、乌江等客
源地开展招商活动，拓展与全国各地旅行社的
合作；借助烟台“城市月月休闲汇”，甄选贴

近百姓的市场类媒体对景区资源广泛宣传。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金都”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走向全国。

截至目前，招远共有国家4A级景区、水利
风景区、森林公园以及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
点、旅游强乡镇、旅游特色村、旅游商品研发
基地等旅游品牌单位30余家，旅游产业规模和
档次有了质的飞越。

打造中国一流黄金文化之旅

2014年，招远将旅游总目标定位为接待游
客达到3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亿元。

全力推进旅游产品建设。打造招远老金矿
特别文化主题公园，充分挖掘黄金文化资源，
策划大型山水实景演艺《金山佛谕》，强化度
假区文化娱乐功能；依托罗山景区，开发建设
中国财神文化主题园，把上下五千年的财神和
财神文化“请进来”；提升毛公山、中国夼上
艺术区、《战火大金脉》拍摄影视基地、黄金
抗战遗址等载体，丰富红色黄金文化旅游精
品。坚持古为今用的标准，规划开发滚泉山温
泉文化旅游度假综合体。加快渔港旅游码头和
滨海度假酒店建设。以辛庄古村落群为依托，
开发古村落文化旅游小镇，建设金街银巷，打
造胶东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和影视基地。全
面启动罗山黄金文化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景区
创建，打造精品景区；推进开发区、金岭镇大

户陈家村、春雨集团桃源山庄分别创建省级旅
游强镇、省级旅游特色村和山东省五星级好客
人家农家乐；筹备组织招远第三届旅游纪念品
设计大赛，丰富旅游商品市场。

积极开拓旅游市场。坚持政企联手模式，
在旅游宣传的影音、文字、图片资料中体现金
都文化元素，提升宣传营销效果。继续巩固机
场、周边高速公路和进出招远主要路口以及重
要新闻媒体投放招远文化旅游形象宣传，拓展
宣传影响力半径。策划好黄金节、皮草节、新
春庙会等招牌式节庆活动，打造节庆旅游品
牌。编辑出版《梦想绽放——— 招远黄金之
旅》、《不能忘却的乡村记忆——— 招远古村
落》等体验文化旅游系列丛书。利用现有宣传
渠道，大密度推介“中国金都-黄金之旅”。

目前，招远正在申报创建招远黄金文化省
级旅游度假区，通过品牌创建，进一步擦亮金
都黄金文化的“金”字招牌，提升综合竞争
力。

■好客山东·品牌汇

金都招远，擦亮“金”字招牌
招远，取义“招携怀远”，蕴

含“招唤远方客人，广纳八方英

才”之理念。这座城市，同时拥有

中国黄金之都、中国粉丝之都、红

富士苹果之乡、网扣绣花之乡、石

材之乡、中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 、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等 “ 头

衔”，40多名少将以上军衔的招远

籍将军更是成就了“地下有黄金，

地上有将军”的美名。

面对这么多资源，用什么来概

括和突出招远的地域旅游特色？招

远最终选择了“中国金都”，通过

推广“黄金之旅”，打造中国一流

的黄金文化主题旅游目的地。

▲招远罗山脚下的淘金小镇

招远黄金博物馆展室 □牛国栋 摄影

招招远远高高家家庄庄子子一一角角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