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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晓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泉城公园将改建成济南市首个防灾避险公

园，10月23日，济南市中心城区防灾避险公园建设工程正式
开工，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工。

目前，公园正在对园内水电通讯等设施进行改造，新建
两处停机坪和五处篷宿区。在整个工程中，最大的看点是在
建的救灾指挥中心，规划建设地上两到三层、地下一层，其
功能为在遇有灾害发生时可快速组织受灾群众有序安置，并
负责与外界进行联系、物资收集与分配等功能，平时作为管
理服务建筑。如今，走在公园内，除了正在建设的工地外，
各种应急指示牌已经基本建好，随处可见应急棚宿区、应急
物资供应、应急供电、应急厕所、应急供水、应急医疗救
护、应急灭火器矗立在主要道路旁。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无棣讯 “十一”黄金周结束后，北方景区大多进

入旅游淡季，无棣县黄河岛景区立足资源优势和节令特色，
以文化、生态为品牌，于近日推出“多彩灵动 相约金秋”
黄河岛特色旅游线路，受到了市场追捧，景区也借此首次实
现淡季旅游市场的突破。

据介绍，黄河岛景区地处渤海之滨，四面环水，秋季天
高气爽，岛内水面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大片的芦苇、“红
地毯”（赤碱蓬）点缀于岛四周，色彩层峦相叠，俨如一幅
浓墨淡彩的山水画。景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还成为鸟类越冬栖
息的首选，白天鹅、白头鹤、灰鹤等40余种珍贵野生鸟类嬉
戏于岛上，构成一幅和谐相生的自然景观。

“多彩灵动 相约金秋”特色旅游线路以秋景、灵动鸟
类为载体，游客可漫步于观海栈道，真切体会红海滩的热情
奔放、芦苇荡的清新俊逸，以及白天鹅的优雅身姿。目前，
景区内有96只大天鹅栖息的湿地区域，已成为游客体验与大
自然亲密接触乐趣的明星景点。

□于 鹏 报道
本报北京讯 10月18日，集狩猎拓展、休闲度假、商务

培训、观光农业于一体的华东地区首家现代化狩猎场——— 山
东黑虎山狩猎场开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据了解，黑虎山狩猎场位于五莲县西南部黑虎山境内，
占地12000余亩，依托山、谷、沟、河、湖、路等自然资
源，根据场地特征特点，展开景观体系立体化建设，营造多
层次、多元化、多创意的高品质景观产品。狩猎场根据功能
不同划分为高端生态休闲区、高端会所度假区、生态农业观
光区、主题旅游度假小镇、狩猎综合服务中心、动物驯养繁
殖基地、狩猎补给服务处、生态旅游静养中心等。

狩猎场实行内部会员制预约服务。根据会员消费级别的
不同，分为贵族风尚、庄园传奇、皇家御射、企业会员、私
人订制会员等级别，并享受不同的专属服务项目。全国个人
会员限1000名，企业会员限300名。

□通讯员 于学军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莱山区乡村旅游培训基地烟

台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成为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
2013年省旅游局启动了县级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创建工

作，计划三年内所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免费培训一遍。莱山
区旅游局对基地建设高度重视，与烟台职业学院合作建设综
合性培训基地，依托学院的基础设施、教研资源、实习基
地，开展乡村旅游业务培训。基地先后通过了省、市旅游局
的检查验收。莱山区省级乡村旅游培训基地的创建，对全面
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技能水平，促进旅
游乡村旅游品牌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莱山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在刚刚过去的“十
一”黄金周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10 . 3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 2%。来莱山垂钓、徒步、自行车、乡村游等短途近郊游
持续火热，植物园、凤凰山公园、虞美人广场、海滨森林公
园等景点成为家庭出行的好去处，在田间地头、山间村落也
随处可见悠闲游玩的游客，人们品尝农家美食，体验浓郁乡
情。其中，烟台植物园全园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游园。朱雀山森林公园举办了山地自行车体验赛，400多名
来自烟台各地的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用这种绿色、环保
的方式欢度假期。

□ 本报记者 高晓雷

“2014发现山东最美村镇”活动业已结束，共有60家村镇分别获评最佳品牌、休闲、记忆、宜居、生态乡村称
号。在评选过程中，记者曾随探访团一起去实地探访，各地发展乡村旅游，或以镇来牵头统领发展，或以村为单位
精心打造。几乎每个村镇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可谓“一村一品”、各具特色。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对于很多乡村旅游点来讲也是如此，“带头人”功不可没。在“2014发
现山东最美村镇”颁奖典礼之际，记者对部分乡村旅游带头人进行了采访，听听他们描摹一下心中的乡村旅游。

泉庄镇位于沂蒙山腹地，距沂水县城27
公里。目前，全镇已有4A级景区1处，省级
农业旅游示范点2处，省级水利风景区1处，
省级精品采摘园2处，省级旅游特色村2个，
乡村旅游度假区目的地2个，星级宾馆1处，发
展品牌农家乐109户，呈现“全域旅游”雏形。

据孙兆龙介绍，近年来，泉庄镇立足
“生态、群崮、泉水、林果、文化”等优
势，编制了《泉庄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泉庄镇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等规划设
计，将全镇划分为天上王城景区、旅游路体
闲观光带、马莲河休闲观光带、以天上王城
为区域的观光休闲区、以佃坪和坡峪为区域
的五彩农庄区、以石棚和塔井峪为区域的生
态涵养区，展现了“文化古镇、生态慢游、
农业休闲、崮群观光、采摘体验、影视拍
摄、崮乡露营、田园摄影、艺术写生、养生
度假、泉乡嬉水”等乡村旅游的特点。

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泉庄镇注意精
品化和品牌化，充分发挥天上王城景区龙头
带动作用的同时，突出桃花节、采摘节两大
节庆活动品牌，既宣传了本土特色，又促进
了农民增收。

“乡村旅游必须引导群众参与，全镇积
极培育农家乐品牌，走‘一村一品’的路
子，先后推出了‘元宝山’特色美食农家乐
体验区、杨家洼村‘休闲小园’农家乐体验
区、崮前村为主的‘石林乡居’农家乐体验
区、佃坪村‘桃园人家’农家乐体验区等
等。”孙兆龙说。

采访中，当地发展乡村旅游追求服务人
性化和细致化让记者惊叹。以元宝山旅游度
假村为例，其农家乐门前的小路用两种材料
铺成，中间是黑砖铺就，两边是鹅卵石垒砌。

“穿高跟鞋的走中间，以防路不平崴脚，穿平
底鞋的走两边可以按摩足底。”孙兆龙说。

旅游致富，给乡亲们带个好头

在乡村旅游带头人中，有这么一种类
型：他们生在农村、根在农村，早年却走进
城里打拼创业，如今，出于看好乡村旅游的
市场前景和回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理想，
携着先进的理念、眼界、管理模式和资金，
回到农村，在“乡村旅游”这片新天地里大
干一场。田月水就是这种类型中的一员。

阳三峪村多面环山，村庄依山而建，片
片石头民居掩藏在山间褶皱里。作为典型的
鲁中山区农村，村民常年依赖山上苹果树为
生，之前没有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和先例。

在村里老一辈人心中，田月水一直是那
种“头脑活泛”、“有本事”的年轻人，早
年进城创业，从事家具制造、餐饮等多个行
业。近年来，在全省各地发展乡村旅游风生
水起的大背景下，加之村里作为沂源伏羊
节、苹果节的主办地，田月水早就瞅准了发
展乡村旅游一定能行。去年年底，作为村党
支部书记，田月水自家筹措来2000多万元资
金，打算在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搞生态特色
农业。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自己唱独角戏。如
何发动群众、说服群众一起搞农家乐，形成

规模化、品牌化优势，这是一个难题。
“之前，很多村民都怀疑，搞农家乐需

要在床铺、餐饮、卫生等方面投资，把钱投
进去万一失败怎么办？没有游客前来岂不是
白忙活一场？”田月水说。记者在村里采访
时了解到，这种不愿意单方面投资承担风
险、守着几亩苹果园求安稳的“小农心态”
确实存在。

为了破解农户心中的“隐忧”，田月水
想出一个成立合作社的办法，由合作社统一
出资为农户的旧房子装修改造，打造成精致
讲究的旅游农家乐，由合作社统一营销经
营，发展旅游所得收益与农户“四六分
成”，由农户拿大头。

这种合作社模式下，农户需将自己的老
屋腾空出让，有不少农户对此心存担忧，田
月水又上门去每家每户做工作，“老屋的所
有权还是你们的，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发展
乡村旅游最后失败了，农家乐还是你们自己
的，总不可能把装修得这么好的房屋给拆
了。”如此，给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同
时让老百姓共享旅游发展成果，这种农家乐
发展模式得到了村民一致拥护。

“四六分成”解农户心头隐忧
带头人：沂源县阳三峪村党支部书记 田月水

清河镇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有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木版年画，素有
“鲁北民间木版年画之乡”美誉；起源于清
光绪年间的西路笛梆子，较之其他剧种更体
现了其平民化特色。同时，还有众多诸如以

“小白龙的传说”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霞介绍说，近年来，清河镇依托丰富

的人文、地理旅游资源，深挖历史悠久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又突出现代人文景点，打造
“古埠新韵 魅力清河”旅游品牌，对旅游
工作在人、财、物上予以倾斜。

首先是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制定出台了
《清河镇民俗旅游管理办法》、《旅游安全
管理暂行办法》、《农家乐服务质量等级划
分及其评定》等有关乡村旅游的地方标准，
推动乡村旅游的规范发展，提升乡村旅游服
务质量，同时，加强指导服务和行业监管，
建立和完善农家乐协会组织，充分发挥协会
的行业自律作用，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区域
整体发展水平。

在打造以木版年画制作生产和白龙湾公
园观景为核心的观光旅游、鲁北民俗游、黄
河古道游，以及百年老字号杜桥豆腐皮加工
工艺参观、黄河岸线风情游等旅游项目外，
全镇还加快旅游配套服务建设，完善旅游六
要素，运用市场化手段，多渠道、多形式筹
措建设资金，启动木版年画展馆建设和环乡
公路的重新整修，打造万亩绿色土豆种植基
地、万亩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万亩苗木果树
种植基地。同时，加大水、电、路、通讯等
旅游景区内基础设施的完备和升级。

“在发展旅游过程中，我们积极引导切
实把旅游变成富民工程，鼓励农民兴办各种
餐饮业、运输业、旅馆业等为旅游者服务。
例如，青海省西宁市有个镇酿酒出名，当地
通过开发酒系列文化旅游产品，引导当地人
创业、接纳农民再就业、吸引外出务工农民
返乡从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农
民增收。我们也可借鉴其经验鼓励农民围绕
黄河鲤鱼做文章。”李霞说。

叫响“古埠新韵 魅力清河”品牌
带头人：惠民县清河镇镇长 李 霞

把小镇打造成特色全域旅游综合体
带头人：沂水县泉庄镇党委书记 孙兆龙

小榆林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初具规
模。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使
得小榆林村旅游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民俗村
建设初具规模。

王宗玉从2011年起开始规划村里乡村旅
游实业发展蓝图。村集体将旧村改造、土地
流转的资金利用起来，为240户农户兴建了
可用于旅游接待服务的统一的高标准二层小
楼；成立莲山人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对全
村乡村旅游事业的规划、经营作全面管理。

“发展乡村旅游，最大难点之一就是转
变农民思想观念。我们的村民祖祖辈辈种
田，现在要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抛弃原有的
小农经济思想，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产生活
方式。”王宗玉说，“村里一直引导村民学
习经营管理知识，让村民从过去狭隘封闭中
走出来，敞开庭院大门。下一步，我们计划
与日照海滨渔家经营户结成帮扶对子，提高

村民的经营服务意识。”
在发展过程中，小榆林村树立“回归自

然、感受自然”的乡村旅游发展理念，着力
打造复合型自然休闲旅游胜地，积极引导农
民按照食、住、行、游、娱、购六要素，着
力培育发展农家乐和休闲型、体验型、生态
观光型产业。为提升业户综合素质和能力，
村里经常组织合作社的管理者和农家乐经营
户外出学习其他先进单位的营销管理理念，
并定期邀请周边县市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经
营者和管理者来小榆林村开堂讲课。

“我们决心把小榆林村打造成集潮白河
省级湿地公园、裕利有机蔬菜生态园、村内
精品采摘园、五莲山旅游度假区生态停车
场、莲山人家客栈、五莲山商业步行街、日
月湖宾馆、文博苑文化产业园等诸多项目功
能于一体的大旅游综合体，为游客提供餐
饮、住宿、休闲旅游、生态采摘、民俗文化
体验等一条龙的旅游综合服务。”王宗玉说。

让农民从狭隘封闭中走出来
带头人：五莲县小榆林村党支部书记 王宗玉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山东省小清河航运杯旅游摄影大赛近日

在渤海莱州湾南畔的寿光市羊口镇举行。东部沙滩、寿光
港、万亩生态湿地、小清河大桥等自然与人文景观成为摄
影师镜头下展现羊口独特魅力的素材。据了解，羊口将以
本次旅游摄影大赛为契机，大力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羊口地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叠加位置，拥有江北最大的航海博物馆，妈祖文明
在此盛行，沿河十沟九叉构成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小
清河与黄河并架入海，形成海河交汇奇观，这里也曾是秦始
皇唯一一次祭海的地方。区内旅游景点有塘头营寻古、七曲
巷通幽、石器博物馆、磨盘山、天妃宫朝拜、始皇祭海处
等，被誉为“渤海湾畔的一颗明珠”，是一座正在崛起的滨
海新城。如今，乘船出海，畅游万亩候鸟走廊，欣赏原生态
滩涂湿地风光，登上渔船当一回渔民，捡泥螺、摸光鱼、洗
海澡、晒沙浴，享受美味海鲜大餐已成为羊口旅游的招牌项
目。

济南泉城公园

“变身”防灾避险公园

羊口举办旅游摄影大赛

黄河岛推出秋季特色旅游线路

华东首家狩猎场落户五莲

莱山乡村旅游培训基地获批

□通讯员 孙春明 报道
本报长岛讯 近日，首届长岛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

颁奖典礼暨作品展在长岛县游客中心举行。经过专家评审组
初审和终审，最终北京周末赏品牌设计师管恩闪的作品“吉
祥物长仔&岛妹”荣获创意类一等奖，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设
计系徐彩等18人分获创意类和实物类的二、三等奖和佳作
奖，49幅作品分获创意类和实物类优秀奖。

本次大赛以“印记长岛”为主题，共收到参赛作品769
件，其中创意类453件、实物类316件。大赛的成功举办，将
有效提高长岛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研发水平，延长旅游产业
链，活跃长岛旅游消费市场。

首届长岛文化旅游纪念品

设计大赛落幕









清清河河镇镇木木版版年年画画第第2211代代传传人人王王圣圣亮亮在在制制作作木木版版年年画画。。□□王王世世翔翔 报报道道

泉泉庄庄村村景景 □□李李严严朋朋 报报道道

莲莲山山人人家家客客栈栈 □□李李严严朋朋 报报道道

在在阳阳三三峪峪村村，，苹苹果果采采摘摘受受到到游游客客的的欢欢迎迎。。□□阳阳三三峪峪村村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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