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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罗从忠
本报通讯员 刘 旭 董 欣

有人说，日照旅游缺少重量级项目，“只
有星星，没有月亮。”而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
区精准定位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
旅游项目，上半年梳理6个开工项目、16个推动
开工项目、7个在谈项目、9个旅游基础设施等
38个重点项目，以“月亮级”项目引领旅游业
转型升级。目前，已完成项目签约4个，新注册
项目公司5个，涉及项目总投资70余亿元，新联
系洽谈项目40余个。

新业态引领旅游复合型转变

7月27日，秀水河口两侧，一排排木屋错落有
致，有的如水上船坞，有的如海边风车。这便是山
东露营旅游的旗帜代表——— 山东蓝海1号露营公
园。目前，二期工程已经临近尾声，将于8月下旬
正式对外营业。

我省露营基地起步较晚，甚至人们对房车营
地没有完整概念，但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却

“嗅”到了房车旅游领域的巨大市场潜力。山东蓝
海1号露营公园一期工程于去年10月建成运营，
并借助承办山东首届好客山东露营大会成功推
出，备受业内人士以及房车游客的关注和好评。

“这种在国内日渐兴起的露营旅游，为山
海天旅游度假区乃至日照市带来一种全新的旅
游业态，已经成为日照高端旅游度假产品的代
表。端午节期间，以海景房1288元/晚、房车
788元/晚的高档消费推向市场，入住率100%。
这足以证明‘蓝海一号’的市场前景。”蓝海1
号露营公园经营管理团队总经理范磊介绍，露
营公园按照四星级露营地标准建设，经营团队
将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管理，争取成为行业标
准的编制者。

缺乏高端旅游和深度体验产品，一直是山海
天旅游的痛处。而随着山海天提前储备的中国老
龄产业研究院、中国海疆体验园区、维嘉温泉度
假酒店等养生养老、温泉度假等旅游新业态项目
的推进，必将带动民俗旅游提档升级，引领该区
旅游业由观光为主向观光、休闲度假、养生健身
等复合型业态转变。

打造旅游消费产业链条

7月27日，张家台渔港上的填海工程正在忙
碌有序地进行，重型卡车与装载设备往来其间。
项目建成后，张家台渔港将一跃成为国家一级渔
港，年卸鱼货量4万吨以上，满足600多艘渔船在
此停泊、避风、补给。同时，在充分发挥渔港功能
的基础上，布局餐饮美食、休闲观光、海上垂钓等
旅游项目，渔旅结合打造“渔人码头”。山海天还
将利用渔人码头嫁接帆艇产业，打造总投资约12
亿元的中澳帆艇产业园。

这一项目的未来图景，可在《山海天旅游度
假区渔家乐民俗旅游提档升级三年行动计划》中
略窥一斑：张家台旅游小镇主要通过对张家台
村、桃花岛村进行改造开发，与渔人码头建设和
地热温泉开发相结合，借势游艇帆船产业发展和
温泉度假中心建设，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滨海温
泉旅游小镇。一座涉及民俗旅游、温泉养生、渔业

体验、产业制造的旅游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山海天旅游产业链条短，来旅游不过是洗海

澡、吃海鲜。2016年上半年全区共接待游客481 . 93
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总额16 . 33亿元。而全市上
半年接待游客1100万人次，旅游消费总额76亿
元。也就是说，山海天接待了全市43 . 8%的游客，
却只留下了21 . 5%的消费额。

而渔人码头以及张家台旅游小镇的建成，必
然会将更多消费留在山海天。与此同时，山海天
抢抓中澳、中韩自贸区机遇，开工建设国际商品
城，通过保税形式进口红酒、箱包、服饰等国外商
品，以低于国内市场20%—80%的价格进行展销，
配套咖啡厅、西餐厅等商业设施。这一项目明年
旅游旺季前就可开门迎客，将有力地拉动山海天
消费短板。

“未来三五年，来日照的外地游客，就可以到
渔人码头吃吃海鲜、坐坐游艇，到温泉小镇泡泡
温泉、住上两宿，再到国际商品城购买物美价廉
的进口商品。一个全新的旅游产业链即将形成。”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蓝海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史桂忠畅想。

生态旅游项目助力绿色发展

自日照城区驱车约5公里，到达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两城街道秦家庄，占地面积1080亩的Hi世
界农乐园便呈现在眼前。7月27日，农乐园部分项
目已经建成完工，有的在抓紧最后收尾工作。最
引人注目的航天科技馆主体已经完工，现在正在
进行内部装修。据了解，农乐园由日照宇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航天五院下属的航天
神舟生物科技集团合作开发。

作为山东省首家航天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
合的科普性生态园区，农乐园布局航天科技馆以
及太空农业科技馆、光电农业馆、儿童乐园、儿童
科学馆、欢乐动物园等功能区。其中太空农业科
技馆、高科技农业成果展示中心、儿童乐园将于
10月1日试运营。

山海天定位于旅游度假区，旅游业是其不断
前行的原动力，而生态则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
而农乐园项目恰恰与山海天“生态优先”的理念
不谋而合。集航天工程育种、航天农业示范、观光
旅游、休闲娱乐、科普教育、果蔬配送、种苗繁育
于一体，综合型多功能生态园区，农乐园项目将
有效拓展群众脱贫致富渠道，带动周边7个村、
2500多户群众发展高科技农业和乡村旅游。

与“农乐园”项目遥相呼应，要围绕海洋做文
章，以万宝湾海洋牧场为代表的“海乐湾”项目正
积极推进。目前，这个项目已建成人工鱼礁区、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下一步要加快发展贝类、藻
类增养殖、网箱养殖，建设休闲游钓海上平台、海
洋生态观测网，打造海钓基地，发展游艇旅游。

“面对渔业资源日益枯竭的现状和用海矛盾
凸显的形势，海底垒鱼窝，海上建钓台，不但能够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结合旅游开发更能促进渔业
资源的增值。”万宝滨海旅游风景区办公室主任
张传欣介绍说。

据了解，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三年内还将打造
省级精品采摘园10家，发挥草莓、蓝莓、火龙果等
特色农产品种植优势，扶持发展休闲观光采摘农
业，用林水会战的绿色发展理念，逐步建立生态
旅游新格局。

由单纯观光为主向休闲度假、养生健身等复合型业态转变

“月亮级”项目激活山海天旅游市场

□ 杜辉升 罗从忠 刘旭 董欣

“渔家乐”亟待升级

7月26日上午，王家皂村一家“渔家乐”的小
院内，几位游客正谈笑风生。游客陈先生来自临
沂，近几年他都会选择来日照海边消暑一周，这
是他第三次住进这家渔家乐。谈起这几天的住宿
感受，陈先生表示满意：“房价低廉，还能吃海鲜，
老板人也实在。”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渔家乐经过近20年的发
展，现已有2600多家经营户8万多张床位，已经成

为沿海村民就业的主要渠道和增收的主要来源。
然而，多年来山海天的民俗旅游重数量、轻质量，
同质化严重，不少营销薄弱的村民以接待外地旅
行社为主，利润难有提升。

王家皂村村民王军红告诉记者，山海天的渔
家乐起源于“家庭旅馆”，现在也未脱离这一形
态。他所经营的这家渔家乐所能提供的服务，也
仅限于提供住宿和饮食，“顺便租卖几个泳圈”。

民俗旅游不见民俗，是许多游客的直观印
象：住在民俗旅游户，并没有丰富的游乐项目，

“无非就是吃吃海鲜、洗洗海水浴”。甚至有游客
明确表示，之所以选择“渔家乐”，就是因为这里
消费低廉，“住一宿不过几十元”。

随着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体验游、休闲度
假游正逐步取代观光游，个人游、自驾游等旅游
方式迅速增加，游客口味也逐渐“刁钻”，以提供
低端住宿为主的“渔家乐”也渐渐满足不了游客
胃口。“如果不尽快实现脱胎换骨，我们的民俗旅
游就是死路一条，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淘汰。”山海
天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王克军说。

民俗游上演蝶变

7月27日记者看到，李家台村一改过去拥挤
脏乱的形象，一条条街道干净整洁，一座座移动
式花箱赏心悦目，一幅幅民俗壁画跃然墙上……
今年，李家台村被定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第一个
民俗旅游提档升级的试点村，经过两个多月的改
造，形象大变。

“如果说村容村貌是我们的‘面子’，那么今
年重点打造的5个民俗旅游示范户就是我们的

‘里子’。”李家台村党支部书记安伟介绍，五家民
俗旅游户提升改造工作已全部竣工并开门纳客。

走进五户之一的“丰华渔家”，最直观的感受
是，房间大了，数量少了。普通民俗旅游户10多个
客房将小院挤得满满当当，而在“丰华渔家”只有
4间客房。5家全部改变原来的布局，重新设计房
间，以舒适、温暖为核心给游客提供最贴心的居
住环境。在设计上，五家各有千秋、主题鲜明，以

“渔”为载体突出氛围营造。相对于原来几十元/
间的住宿，新改造的房间价格至少翻了5倍。

临近中午，3名游客大包小包提着海鲜、蔬菜
迈进“丰华渔家”的大门。原来，他们觉得渔家主
人的手艺不错，“拜师学艺”后正打算自己露一
手。住在5个示范户的游客，可以租借厨房，在渔
家主人的指导下，享受自己烹饪海鲜的乐趣。

当民俗旅游户将“渔家文化”画上墙壁的时
候，万宝滨海旅游风景区已经联合专业演出公司
建立起“民俗风情园”，将民国时期的日照风俗搬
到海边，通过滨海渔村的迎亲嫁娶演出，串起民
间技艺、酿酒制茶、拿鱼捕虾等表演。游客也能参
与其中，穿越式体验滨海文化、渔家风情，观赏游
览一百年前的滨海渔村、淳朴渔家。

日照旅游旺季正值禁渔期，这无疑让不少游
客出海打渔，体验渔民生活的愿望落空，让民俗
旅游的体验性大打折扣。而在以海产养殖起家的
万宝滨海旅游风景区，游客依然可以坐船出海，
体验海上垂钓的乐趣。距岸3海里，便是面积140
公顷的省级休闲海钓钓场。目前，万宝滨海旅游
风景区以人工鱼礁休闲海钓区为中心，建立起海
洋牧场。在海上休闲平台观光餐饮区，游客还可
以将海上收获自行烹饪，品味丰收乐趣。

打造民俗旅游基地

自6月25日起，在山海天路与太公三路交会
处，一个由从区建设局、国土局等8个单位抽调人
员组成的新机构开始高效运转。这便是“山海天
旅游度假区旧村改造暨旅游小镇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指挥部办公室统筹全区旧村改造与旅游
小镇建设的服务协调推进工作。

6月15日，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在全区旧村改
造暨民俗旅游提档升级三年行动动员大会上提
出，将旧村改造与旅游小镇建设有机结合，三年
内陆续启动31个村旧村改造，打造7个旅游小镇，
利用三年时间，实现山海天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民俗旅游脱胎换骨的目标。

作为日照市渔家乐民俗旅游的典型代表，山
海天计划在乔家墩子、王家皂、后滩西村实行“三
村联改”，村民集中安置，统一打造“太公旅游小
镇”，目前已完成数据测算和概念性规划。张家台
等村的旧村改造，则与“渔人码头”“地热温泉开
发”“黄海影视城”等旅游大项目相结合，建设“张
家台旅游小镇”，打造成为具有滨海特色的温泉
旅游小镇，同时建设李家台等5个旅游小镇。

这些旅游小镇建设坚持统筹规划、因村而
宜、有序推进、突出特色的原则，不搞一个模式、
一种风格，彰显中西交融、古今结合、陆海兼备、
多姿多彩的格局。3年之后，山海天将是一个以不
同风格的民俗旅游小镇为支撑，以渔家文化为主
要特色,集观光度假、休闲娱乐、健康养生、渔家
文化体验等诸要素于一体，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民
俗旅游基地。

改造升级“渔家乐” 统筹建设旅游小镇

民俗旅游走上蝶变之路
日照市委、市政府在今年2月

召开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宣布实施
“旅游富市”战略，将旅游业摆到
与工业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省级
旅游度假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提
出要在实施“旅游富市”战略中当
先进、作表率。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党工委书记王克军认为，这既是加
快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又对山
海天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加快实施民俗旅游提
档升级是发展所需、形势所逼。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尹捷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规范辖区内旅游市场秩

序，不断完善在旅游市场监管中的综合治理机
制，加快形成全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新格局，
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对外公布两部“重量
级”旅游投诉电话，管委会主任、街道办事处
主任不定期坐班接听热线，并安排专人轮班值
守，确保投诉有门、接必处理，对不规范行为
严管重罚。

两部旅游投诉热线分别为：18206331419（山
海天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17606333677（卧
龙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此外，山海天旅游投诉
中心电话（0633）8312345也已开通。

除安排六人24小时值守接听外，两位主任
将不定期坐班受理投诉，对相关案件现场办公
处理，对不规范甚至涉及违法的旅游行为坚决
说“不”。

旅游投诉热线

公布

□ 罗从忠 董欣

炎炎夏日，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蓝天、
碧海、金沙滩及清凉宜人的气候吸引着全国各
地的游客前来消暑度假，山海天迎来旅游高峰
期，道路更顺畅了、景区更规范了、民俗旅游
户住着更放心了，游客们比往年更加舒心。

今年，日照市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发展摆
到和工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力实施“旅
游富市”战略。而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发展旅游
是主业，要在旅游富市中当先锋、打头阵是全
区上下的共识。

先锋怎么当，头阵怎么打。依靠天然的优
质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不断增加“游客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理由，除了良好
的旅游资源的硬件保障，更加离不开优质服
务、管理秩序等软件因素。对此，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提早部署、狠抓落实，在一百天的时间
内聚力攻坚旅游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
对旅游市场违法行为“曝光即死、露头就打”
的高压态势，营造了让游客舒心的旅游环境。

4月12日，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召开了民俗旅
游发展以来最大最集中的一次大会，对13个民
俗旅游村、近2700户民俗旅游户进行了集中统
一培训，规范民俗旅游户经营、提升服务质量。

向不规范行为宣战，分阶段综合整治辖区
旅游市场乱象，鸣枪有力、掷地有声。5月25
日，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召开市场监管联合执法
大检查动员大会，利用一个月时间对全区市场
主体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整顿。出动检查人员
450余人次，完成13个民俗旅游村2371户经营业
户检查，实现一户一册；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
1146份，立案调查26起。

6月20日晚，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公安等单
位组成联合执法组对建成区太公三路、海天园、
王家皂等区域，对夜市占道经营、乱摆乱放、流
动商贩等违法现象开展联合整治执法行动。清
理店外、占道经营76处，取缔流动摊位21个，规
范夜市烧烤4处，扣押大型夜间广告牌6个，桌
椅、货柜33件。

7月15日上午，山海天边防派出所干警冒
雨对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限期内拒绝整改
的港湾渔家进行了停业取缔公示。

7月16日，山海天边防派出所派出多组警
力，对全区旅游市场进行了地毯式清理，14名
人员因“举牌拉客”被边防派出所民警当场识
破，并被带回审讯。

打击有力、投诉有门，在旅游旺季来临之
前，山海天及时公开公布投诉热线，并设置专
人值班值守，第一时间受理辖区旅游投诉。

过去的一百天，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打出组
合拳，组织全区公安、交警、维稳、综合执
法、市场监管、旅游、街道等职能部门在山海
天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屡
胜屡战。

7月23日，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阳光海岸景
区人流交织、秩序井然，经过一百天的聚力攻
坚，山海天以崭新的面容迎接着八方来客，以
高质量的接待水准为游客送上最贴心、舒适的
旅游服务。接下来，山海天旅游度假区还将继
续把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作为重点推进，进
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和措施，全力以赴打好
攻坚战，营造安全、和谐的旅游环境，在旅游
富市中争当先锋、敢打头阵。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打造舒心旅游环境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王进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26日，日照市山海天旅

游度假区太公岛区域内由小商贩自发聚集而成
的小型“游乐园”被依法予以取缔。

联合执法组成员克服高温天气，严看死守
全天候加强执法管理，利用4天时间，24个无
证经营摊点已全部清理完毕，拆除经营大棚17
处630余平米，清理经营马匹6匹、沙滩摩托车
7辆、遮阳伞21把。

进入旅游旺季，山海天综合行政执法局抽
调12人成立综合执法小分队加强常态化监管，
循序推进路边摊点清理、广告牌整治、店外经
营规范，严厉打击招手揽客行为，分组倒班、
错时执法，五加二、白加黑，从早7点至晚10
点对碧海路进行不间断巡查，形成“定时固定
执勤、区域执法联动、分头巡查管理、难点集
中整治”的日常管理机制。

截至目前，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157份，清理占道、店外经营、流动摊点1478
处，警告招手揽客1360余起、扣押摩托车20辆、
揽客牌450张，拆除各类广告牌93块。

太公岛区域非法

小型游乐园被取缔□董欣 报道
7月27日，秀水河口两侧，一排排木屋错落有致，有的如水上船坞，有的如海边风车。这便

是山东蓝海1号露营公园二期工程。目前，工程已经临近尾声，将于8月下旬正式对外营业。

□董欣 报道
7月24日，在万宝滨海旅游风景区，游客在观看日照滨海渔村的传统迎亲嫁娶民俗表演。

□董欣 报道
7月24日，万宝滨海旅游风景区的渔民大姐穿上传统服装，为游客展示织网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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