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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齐文化发祥地、聊斋故里等多
块金字招牌，淄博旅游却长期处于不温
不火的尴尬境地。这种局面在今年画上
句号了。从春节到五一，乡村旅游、城
区旅游、景点旅游无一不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亮眼表现，在竞争激烈的全省旅游
市场中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黑马奇
迹”。

“一到节假日，各景区景点常常人
满为患，停车场一位难求，若非亲眼所
见，还真叫人难以相信。”这不仅是来
自淄博当地人的感受，也是淄博旅游发
生巨变的真实写照。去年以来，在淄博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一系列制
约旅游市场活力的藩篱得以破除，淄博
旅游进入全新时期。而要探究背后的秘
诀，一切都得从“一个定位，三个着
力”说起。

政策支持

就得是“真金白银”

全民消费、全社会关注、全世界交
流、全产业融合，从覆盖面和关联度
考虑，很少有哪个行业能跟旅游匹
敌。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工业才是
地区经济发展的明星，谈及大力发展
旅游，很多地方在思想上一时还转不
过弯来，所谓的重视，也就停留在嘴
上说说。

2015年，旅游业开始在地区发展中
扮演关键角色。这一年，淄博市委、市
政府确立了“一个定位，三个着力”的
发展思路，其中两项定位“生态淄
博”、“文化名城”都跟旅游具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淄博市委书记王浩说，建
设文化名城，是实现淄博老工业城市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走在前
列目标要求的必然选择。要充分发挥淄
博文化资源、自然山水资源丰富的优
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产
业，助推经济发展转调创。

有了这样的定位，旅游经济发展的
希望所在——— 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想
要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活力，还得
看政策是否给力。笔者了解到，以往指
向旅游的支持政策并不少，可含金量高
的不多。这一回，与“一个定位，三个
着力”配套的《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还成立了市委
书记、市长任组长，40多个市直部门、
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企业大呼“解
渴”！

据介绍，《文旅发展政策》总共23
条，可谓条条干货。在一次文化旅游
项目投融资高端对话会上，有位企业
家很直白地说：旅游产业要实现规模
扩张、质量提升，首先就得“为美丽
找到资本”。现在在淄博，除了5000万
元的市文化旅游发展政府引导基金，
市财政还会每年安排4000万元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每个区县另有不低于500万
元的配套资金。此外，淄博整合全市
国有文化旅游资产组建成立了淄博市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公司，搭建了
投融资平台。可以说，文化旅游项目
只要自身品质过硬，基本无需再为资
金犯愁了。

规划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战略
纲领，但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动不动就
束之高阁的规划普遍存在；淄博许多文
化旅游资源品质上乘，这种资源往往不
可再生，规划缺乏大手笔、缺乏创意，
则面临被破坏或是背上沉重包袱的风
险。除了给予“真金白银”，《文旅发
展政策》更敢于拿这个问题“开刀”。
淄博市市长周连华表示，淄博拥有丰富
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只要坚持高端策划
创意，科学开发建设，完全有基础、有
条件把文化旅游这篇大文章做出特色、
做出规模、做出水平。要按照国际化、
品牌化水准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入挖
掘、系统策划，通过活态展示等方式，
最大限度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
势。据了解，去年开始，编制高水平的
旅游规划成为淄博推进文化旅游发展的
头等大事，市旅游局、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国土资
源局、市环保局、市规划局相配合，从
提升文化旅游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有机衔接入
手，一个以齐文化为核心和统领，高标
准、高起点的全市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呼之欲出。

大谋划有了，一系列专项规划操作
起来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游客出游体验
越来越丰富，对旅游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以往规划团队给完方案就到此结束
的模式行不通了。为保证规划的科学
性、严肃性，除了国内领先、国际知
名、有过多项成功案例这些基本条件，
淄博对旅游策划规划机构创新提出：不
仅能做规划，还要能投资，以确保规划
具有产业性、能够落地。

淄博市委、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市
文化旅游策划规划决策专家咨询委员
会，聘请30多位国内一流的文化旅游专
家担任专家委员，为全市旅游策划规划
把关，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与此同时，淄博市要求，市一
级的旅游规划和重大文化旅游项目规划
必须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并由全市人
大会议通过。

截至目前，全市文化旅游项目6 8
个，总投资达821亿元，其中不少是国内
少见的创新型文化旅游项目。为加快项
目建设，淄博对16个重大文化旅游项目
实行市级领导挂包联系制度，每个项目
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每月一调度、
一通报、一排名，积极帮助项目方解决
实际问题。

抓活乡村旅游

转型“把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为城市发
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撑。
现如今，城市如何反哺农村？淄博市
委、市政府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
认为南北跨度大、地域类型丰富的淄博
乡村，本身也是不可忽视的旅游发展重
要一极。

就在今年五一期间，笔者在淄博看
到，踏青、赏花、采摘一并发力带火了
小长假乡村游，中郝峪、朱南村、乐疃
等知名乡村旅游点更是过夜游客爆满，
仅中郝峪一处节日期间就接待了超过两
万名游客，成为国内各媒体争相报道的

对象。
而淄博乡村旅游之所以能这么火，

并不只在于景美、人好，更火在它的
“特别”。笔者了解到，淄博发展乡
村旅游十分擅长典型带动，通过抓好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旅游强乡镇、
旅游特色村、品牌示范户、农业旅游
示范点和星级农家乐的创建，挑选基
础好、潜力大的单位作为重点扶持对
象，来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民风
民俗的乡村旅游典型。这些典型，往
往最终形成了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
开创意义的发展模式，为当下旅游扶
贫也提供了不少好做法。

得到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高度认
可的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曾穷得
叮当响，在旅游部门的支持下，以本
村的村民为主体，合资入股，用公司
化的形式来运作，全村搞起了农家
乐，短短几年时间，人均收入从2000元
提升到了近3万元。村里的“领头雁”
赵胜建告诉笔者，通过流转山地，近
万名农民在拿到土地流转金后，又变
成了自己土地的产业工人，人均年收
入成倍增加。现如今，输出管理经
验，打造乡村旅游连锁村，已成为中
郝峪下一步发展目标。

淄川的牛记庵村由于交通不便，村
民迁到山下居住，留下许多明清时期
石木结构的老房子。在当地旅游局的
支持鼓励下，淄博紫云山旅游有限公
司出资5000万元对这些房子进行抢救性
修缮保护：古村外，按修旧如旧的理
念恢复；内部设施则按照五星级酒店
的标准配置。如今的牛记庵村奇峰苍
柏，错落有致，游客们心情舒畅，赞
叹不已，开业以来，老房子一直呈现
出供不应求的局面。当地村民很感
慨：若不是发展乡村旅游，这些房子
不是任其破败，就是早早扒了挪作别
用，哪想到还能赚钱呢！

还有淄博最北端的蓑衣樊村，因紧
邻黄河，村内原盛产“蓑衣”而得
名。现如今，已84岁高龄的司安荣老人
家中，游客能看到这项濒临失传的古
老工艺的“现场版”。乡村旅游让休
闲娱乐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联
系了起来。

乡村旅游没有固定模式，适合的就
是最好的。有专家表示，发展乡村旅
游，还真不能添加太多框架，政府要做
的，就是以外部指引发挥好内部动力。
资料显示，在旅游部门引导激励下，淄
博先后已有87个国家级及省级农业旅游
示范点、28个省级旅游强乡镇、72个省
级旅游特色村、220个星级农家乐，其中
五星级11家、四星级88家、三星级及以
下121家，精品采摘园36个，连续两年全
市完成省级农家乐“改厨改厕工程”68
村927家。

乡村旅游也不能只是吃吃农家饭、
爬爬山，提升档次很重要，而作为经营
主体的村民，其待人接物水平又是直接
影响因素。考虑到这点，去年以来，淄
博将在乡村旅游中推进文化素质扶贫作
为重头戏，先后安排52名乡村旅游示范
点、乡村旅游品牌经营户负责人赴台湾
参加山东省旅游局组织的“千人赴台”
乡村旅游培训；重点区县建起乡村旅游
培训点，并聘请专业师资在沂源阳三
峪、博山乐疃、淄川梦泉、桓台马踏

湖、高青蓑衣樊等就住宿卫生标准、服
务流程、餐饮菜品经营管理等内容培训
了上千名乡村旅游业户和员工。省内交
叉观摩、考察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引发
的巨大变化，让许多外地游客竖起了大
拇指。

在上瓦泉采摘片区，客户通过网络
媒体随时都能看到大棚里草莓的长势和
成熟情况，并合理安排自己的采摘时
间。据介绍，随着淄博乡村旅游产业整
体实力的扩容，旅游部门又引导打造了
多个连片发展区域，在这个过程中，是
与互联网的结合为淄博乡村旅游再次插
上腾飞的翅膀。乡村旅游，已成为淄博
帮助农民发家致富、发展社会经济名副
其实的引擎。

让营销风暴

席卷海内外

2016年伊始，全省圈里，无一不谈
淄博旅游！据了解，淄博旅游营销今年
动手特别早，未出正月，便在全国率先
发力，先是到全省16市举办了高密度巡
回创新营销，市内开展“百万市民游淄
博”活动，后又成功将淄博旅游纳入到
日本、韩国客源地精准促销，一股强劲
的淄博“齐风”推介风暴迅速席卷了海
内外。从省内到国内旅游业界，对淄博
这种遍地开花的营销做法产生了强烈的
共鸣，许多业内专家将其称为“淄博旅
游营销现象”。

信息爆炸和产品丰富的当今社会，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思维已经过时
了。淄博作为齐文化发祥地，南山北
水，东古西商，三千多年齐风古韵延
绵；既有鲁山、原山等高品质自然生态
观光资源，也有周村古商城、中国古车
馆等历史文化资源，一直没能实现大的
突破，缺乏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个很
主要的原因。

想有知名度，先得有人来。为更好
地培育淄博地接市场，吸引国内外游客
来淄博走走看看，去年以来，淄博市先
后制定发布了《淄博市地接旅游补贴办
法》和《淄博市入境旅游补贴办法》。
优惠的政策，激发了国内外旅行社向淄
博输送游客的积极性。3月份淄博在日韩
开展精准旅游营销推广活动，成功与
日、韩旅游相关部门、企业签署多项合
作协议。今年一季度已有5个批次100多
家旅行商来淄博考察资源和线路，淄博
三日游经典旅游产品在韩国各旅行社日
渐热销，年内输送韩国游客有望突破一
万人次。

围绕突破省内主体客源市场，今年
淄博市旅游局在青岛、济南分别举行
了史无前例的大型旅游推介会，创新
营销方式和模式，采用全方位、立体
式促销；淄博市旅游局与青岛、济南
旅游局分别签订了“十万游客互动游
计划”，实现资源共享、线路互推、
信息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
介会后，双方积极推动旅行社开通旅
游直通车，支持自驾游俱乐部组织游
客赴两地开展旅游活动。笔者了解
到，现在仅济南到淄博就有四条直通
车线路，每天发车，半小时就有一
趟。受政策、宣传叠加效应等因素影
响，济南、青岛来淄博游客呈现井喷
式增长，有力活跃了市内旅游市场。

周村古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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