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区域20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夏日来临，自驾到周边村庄避暑，到山林
吹风，成了不少潍坊市民的选择。然而，在乡
村旅游发展较快的同时，乡村景点服务简单、
管理不善、人才缺乏、客流量忽大忽小等问题
也随之出现，严重影响着乡村旅游事业的健康
发展。

服务简单

在昌乐县西南部与临朐县交界处的仙月湖
风景区，前来避暑、户外烧烤都是不错的选
择。5月30日，在潍坊市区居住的马志刚一家自
驾到这里游玩了一天。“总体上感觉不错，湖
光山色，凉爽宜人，就是进了景区以后没有任
何服务。”马志刚说。

马志刚一家驾车通过导航进入了仙月湖景
区，开过一片大坝后一路绕上山，路上指示牌
很少，只能一次次停车询问。“最后找了半天
才到了白塔村的度假区吃饭，饭菜价格也合
理，就是景区内服务太少，浪费了不少时
间。”马志刚说。

5月31日，在潍坊工作的常征组织了11人进
行自驾游，选择的是青州泰和山风景区天缘谷
和仰天山景区，中午在泰和山景区吃农家饭，
品尝当地的特色炒鸡。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相对来说山里凉快
不少，尤其是溶洞肯定很舒服，大家讨论后选
择了这条线路。”常征说，我们提前从网上看
好了攻略，11人开了3辆车，一大早就从潍坊出
发了。

“我们到泰和山景区的天缘谷已经是上午
十点了，天气炎热，购票时，咨询售票大姐，
11人是不是可以购买团购票，工作人员白了我
们一眼说多少人来也是全价。”同行的王雪
说，售票人员态度很差，一脸不情愿，就把票
甩给我们了，天气热我们也烦躁，可是这样的
服务更是让人上火。“亏了景区里的其他服务
还是不错的，开电瓶车的大哥非常热情，路上
给我们讲解景点，讲风土人情。”常征说。

常征介绍，下午到了仰天山景区，因为人数
多购买了团购票，可是不给门票，发票也没有，只
有一沓保险单。而山顶溶洞的门票，竟然是一张
写着“溶洞11人”的红纸，“我们提出要门票，工作
人员说是就这个。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没拿票
也没拿发票就上了山。”常征说。

记者联系仰天山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释
说，由于团购票价格低，一般就不给门票。

高素质服务人员难招

在青州市王坟镇东乖场村，村民付学勇经
营着一家名为紫荆山庄的农家乐饭店，还有部
分地方作为采摘园，种植着有机蔬菜。“我这
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村里的村民，到暑
期能招到一两个放假回家的大学生，可一开学
就都走了，明显感觉到大学生想法多，点子
活，有的给我提建议说网上营销，有的说可以
开通微信平台。”付学勇说。

在紫荆山庄打过暑期工的大学生吴磊认
为，虽然近几年老家的旅游业搞得风生水起，
但毕竟山区离城里太远，父母一直生活在这里
习惯了，可他很难在山里生活下去。“大学毕业
还回山里工作，父母也不会同意。”吴磊说。

采访中，许多乡村旅游景点负责人表示，
由于位置偏远、待遇一般等原因，大多数工作
人员都是周边村里的农民，综合素质普遍不
高，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而许多乡村旅游景
区的管理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或者村干部，缺
乏专业的管理、经营知识，使景区服务难以满
足游客需要。

6月8日，在潍坊学院，毕业生们正忙着拍
毕业照，几名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表示，他们
目前没有选择到乡村工作的，因为要考虑到个
人以后的发展前景、组建家庭以及孩子的教
育、医疗等问题。“如果景区离市区近，交通
比较方便，待遇又不错，还可以考虑。但是这
种情况没有碰到。”同学们普遍表示。

客流量难平衡

今年“五一”期间，在通往青州市黄花溪

景区的山路上，各类车辆由于错车困难，拥堵
了一个多小时。“平时这山路上车很少，一到
节假日就堵，本来一小时的路，两三个小时也
走不完。”家住黄花溪景区附近的刘琦说。

同样，5月31日，在泰和山景区周边的农家
乐饭馆内，等待吃饭的游客熙熙攘攘。在一处
饭店内，旅游团餐一桌桌地交替，服务员在顾
客的催促下匆忙上菜。

服务员张秀荣介绍，平时周一到周五仅有
很少游客或旅游团来用餐，周末或节假日则游
客猛增。“游客多，我们人手还是这些，服务
质量肯定会下降，有时候一中午来四五十桌，
忙不过来，多雇人的话平时就闲着没事儿
干。”张秀荣说。

针对客流高峰集中、分散困难的情况，许
多景区都有与旅行社的合作，推出价格低廉的
消费淡季团，但效果一般。“工作日能外出旅
游的一般是中老年人，他们大多受身体状况影

响，多数选择春秋天气舒适的时候出行，而这
个时候也是自驾游高峰，客流还是相对集
中。”潍坊阳光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吴晓婷
说。

如何更好地分流游客，让游客体验到更佳
服务，是目前乡村游景点存在的重要问题。
“目前我们的技术还不成熟，可以学习外国一
些景点，采取网络、电话预约的形式，达到一
定游客数就停止预订，并且实时公开，让只要
到达景区的游客就能享受良好服务。”吴晓婷
说。

记者从潍坊市旅游局了解到，近几年，潍
坊市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但不少乡村旅游景
点片面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忽略了提升服
务质量和发掘景区内在精神文化。如何吸引高
素质人才投身乡村旅游，延长产业链条，提升
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已成为摆在乡村旅游经营
者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新问题。

人才难招 客流高峰分散困难

乡村游：问题突出 亟待转型

□ 本报记者 张鹏 宋学宝

潍城区仓南街一处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
旧小区，陈增友居住的廉租房就在这个地方。5
月31日，记者到这里对他进行了采访。

59平方米的房子，被妻子汤闲兵打扫得干
干净净，刚洗过的衣服和床单晾晒在小小的阳
台上。72岁的陈增友躺在床上，鼻孔里插着鼻
饲管，不时自言自语。汤闲兵说：“那是他感
到躺着难受。”

据汤闲兵介绍，当年陈增友因资助电视剧
《红楼梦》拍摄和资助农民企业家大调查，名
气大增，获得了不少头衔和名誉，外出的时间
也多了起来，不少企业和单位找他咨询和解决
困难，他就把公司交给代理经理，经营状况越
来越差，最后经营不下去了。不过，陈增友
说，那时候公司还有，没倒闭。

2001年，陈增友突患中风，出现偏瘫、口
齿不清等症状。经在上海等地多方治疗，稍有
好转。医生告知，如果再犯一次，后果不堪设
想。

一年后，他和老伴回到了陈增友的老家潍
坊。汤闲兵说，陈增友中风治病花去了大量的
钱，回到潍坊时只剩下2000多元了。为了省
钱，他们在浮烟山脚下的新邓家村租赁了村民

看护藕塘的两间小屋。屋子前有一小块地，汤
闲兵就在那里种点菜维持生活。

生活的艰辛始料未及，每一分钱都要算计
着花。在新邓家村，每次汤闲兵得知潍坊城区
的超市搞促销、生活用品可便宜一毛或5分钱
时，她都要骑自行车跑上几十里地去购买。回
家时，她会在路边买3个火烧，作为两人的一顿
饭。每次汤闲兵进城时，陈增友都会坐在大树
下的凳子上，等她回家。

由于缺钱，汤闲兵经常没法给陈增友买
药。有一次，两人一同到城区，路过一家药店
时，陈增友“啪”地一巴掌打在了汤闲兵的脸
上，嚷嚷道“我要吃药”。可是手里没钱，汤
闲兵只能咽下泪水。

后来，他们获得了住廉租房的资格，搬到
了现在的住处。记者注意到，陈增友躺在床上不
舒服时，就会发出“来来”的声音，汤闲兵会立刻
放下手中的活，去帮他翻身子，给他擦拭一下。

“一边是硬瘫，一边是软瘫，他只能弯曲着身子，
十分钟就要动一次。”汤闲兵说。

说话间，陈增友又“啊啊”地叫起来。汤
闲兵连忙过去又把刚刚平躺下的陈增友翻向右
侧。被角翻开那一刻，记者看到，陈增友的小
腿瘦得皮包骨头，大腿干瘪，有些肌肉萎缩。

“去年，我们每顿饭只能吃一两个小馒
头。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营养不良，造成他周围
神经损伤，肌肉出现萎缩。”汤闲兵说，在医
院住院时，因为没钱，医生也不给打营养液。

汤闲兵告诉记者：“发病前，陈增友近70
公斤，今年春节，已不足40公斤。饭菜只能用
果汁机打成糊糊，用针管推进鼻饲管，吃不了
太多，重量轻得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抱起来。”

如今，陈增友每月要吃700多元药物。平时
生活，多靠朋友救济。陈增友在潍坊的亲戚家
境一般，无法提供更多帮助。

汤闲兵今年50岁，她的老家在江苏南通。
她说，去年，南通老家的父亲说要来看看自
己，为了让老父亲来时住下，她在朋友的帮助
下，在另一间小卧室添置了一张床。可惜，尚
未成行，她的父亲就在春节前过世了。因为要
照顾陈增友，她没能回家看上一眼。而上次回
家，已是2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

说起这些，汤闲兵止不住地落泪。陈增友
看着妻子，费力地哼出一句：“别哭！”

为了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3年前，夫妻二
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死后身体用于医学研
究。

陈增友的困境最近经媒体披露后，陆续收
到了一些捐款。几天前，汤闲兵认为他们已经
不属于低保范围，主动取消了低保补助。

陈增友的情况还获得了一位曾经投资影视
拍摄的老板的同情。6月6日，陈增友已被这位
老板接去北京治病。

曾出资100多万元资助87版电视剧《红楼梦》拍摄，名噪一时；如今，瘫痪在床，穷困潦倒，却在3年前

与妻子一起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

陈增友：还想再做点贡献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周密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5日，潍坊市“青年好网

民”走基层活动在坊子区举办，潍坊市部分
“青年好网民”代表和团属新媒体工作人员参
加活动。

活动中，共青团潍坊市委工作人员围绕
“青少年要在网络空间中文明守法、向上向
善”主题，向“青年好网民”代表和团属新媒
体工作人员倡议，青少年要坚定政治立场，树
立远大理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要强化担当意识，敢于大胆发声，敢
于同网络上的杂音噪音、歪风邪气作斗争，不
做“沉默的大多数”。

“青年好网民”

走基层活动举办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鲜蒜太贵了，12块钱只

买了30头。”6月9日上午，在潍坊早春园市场，市
民王文说，看着这家的蒜最好，不论斤称，按头
卖，一头0 . 4元。

从5月底开始，鲜蒜陆续上市，早春园市场、
南下河市场和各大超市，记者发现今年鲜蒜价
格比往年偏高，每公斤价格为6到8元。南下河市
场摊主刘先生说：“去年鲜蒜进价每公斤2元左
右，今年鲜蒜的进价到了每公斤4元，足足翻了
一番。”

经过两年的低价期后，今年鲜蒜身价大
涨，进入市场后一直保持高价。6月8日，在蔬
菜商情网上，安丘市兴安街道南老庄子村的蒜
农马万宗报价，鲜蒜2 . 6到3元一公斤。“我
的报价是地头收购价，都说蒜要贵，大家出手
不积极，想放放等价更高再卖。”马万宗说。

马万宗介绍，去年大蒜丰收，每亩产1500
公斤左右，可是去年收购价每公斤还不到2
元。种植一亩大蒜需要的种子、水肥、地膜等
的成本不低于2000元，虽然丰收了，但是收入
很少，如果雇人出蒜还得赔钱。“所以很多人
不种了，今年种的蒜少了，价格也就高了。”
马万宗说。

据悉，潍坊的大蒜种植主要集中在安丘市
兴安街道和官庄镇，在鲜蒜产区，蒜农们忙出
蒜，一片忙碌景象。“目前鲜蒜的收购价每头
在0 . 1元左右，比去年同期0 . 06元高一些，也
是三年来价格最高的一年。”安丘市兴安街道
金家庄村蒜农李飞说。

由于鲜蒜的价格比较高，市民并不像往年
蒜便宜的时候一样大量购买，而是现买现吃。
“前几年蒜便宜，我们家都是多买些存起来
吃，今年看着这么贵，不知道过一阵子什么行
情，所以一直没敢多买，一次就买两三块钱
的。”6月9日，在早春园市场买菜的周凯说。

“往年安丘市大蒜种植面积大约为4万
亩，今年种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一定程度影
响了大蒜价格，总体上价格的影响还要看全国
种植面积的变化。并且由于生姜价格不错，安
丘一部分蒜农改种了生姜。”安丘市农业局蔬
菜站站长张中华说。

李飞种植大蒜多年，据他回忆，2009年鲜
蒜价格最高，地头上收购价每公斤5元左右，
所以蒜农大量增加了种植面积。“由于数量增
多，过去几年鲜蒜价格一直不高，最低的时候
每公斤价格不到2元，今年是第一次涨价。”
李飞说。

李飞介绍，今年总体情况不错，一亩地能
产1500公斤大蒜，如果按照一头蒜0 . 1元计
算，20头蒜约为1公斤，总收入就是3000元左
右。另外，每亩还能产400公斤蒜薹，每公斤
收购价4元，能收入1600元。“减去成本2000
元，今年一亩蒜大约能有2600元的收入。”李
飞说。

鲜蒜价格

比往年偏高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诸城讯 5月29日，潍坊市首个“五

星级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在诸城恐龙国家地
质公园挂牌。至此，潍坊市已有14家单位被命
名为省级星级科普教育基地，其中5星级科普

教育基地1家，4星级科普教育基地1家，三星
级科普教育基地8家，二星级科普教育基地4
家。

据了解，星级科普教育基地创建活动是省
科协、省财政厅开展的品牌活动之一，旨在进

一步引导和放大科普教育基地示范效应，打造
社会化科普工作品牌，增强星级基地知名度，
完善提升基层基础科普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公
共科普服务能力。

诸城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成五星级省科普教育基地

□记者 张鹏 报道
6月6日上午9点，潍坊市首届“全民健步日”开走。本次活动以“快乐健步，你我同行”为主题，来自该市各行各业的健步行爱好者者

40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路线由人民广场出发经胜利街西行到风筝广场结束，全长约4 . 3公里。
据悉，潍坊市将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确定为“全民健步日”。

核心提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增友是闻名遐迩的农民企业家。当
时，他的康乐公司靠将山东的苹果拉到广东等地销售，又将外地生产的电视
机卖到山东，获利不菲。据陈增友介绍，当时康乐公司的业务遍布全国，仅
潍坊一地的业务经理就有50多人。

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他出资100多万元资助87版电视剧《红楼梦》
拍摄。首次全国范围的农民企业家大调查，费用由他全部承担。如今，陈增
友住在潍坊城区的一处老旧居民小区内，瘫痪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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