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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 超

16年前，玉黛湖景区是少有人问津的荒山
和沙尘满天的乱坟岗，如今这里已是AAA级
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郝博，淄博玉黛
湖生态乡村庄园董事长，正是这场巨变的领路
人和见证者，而如今，他正在带领玉黛湖景区
向花灯小镇转型，打造淄博花灯的全产业链形
态，助力淄博文化名城建设。

历经16年成旅游大咖

郝博最初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上世纪90年
代初，他涉足餐饮，成立淄博泉香阁酒楼有限
责任公司，此后发展迅速，由一家直营店扩展
到近十家连锁店，成为了淄博餐饮界的龙头和
典范人物。

2000年，郝博率先将园林生态美食园的概
念引入淄博，打造江南濠景生态美食园，成为
全国同行业学习的典范。这么多年他始终怀着
一颗将新生事物引入淄博进而美化淄博的热
心，正是在这信念的支撑下，玉黛湖成就了郝
博和他团队的华丽转身。

“以前整个张店连个像样的公园和景区都
没有，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能打造一个市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和
不安分的心，才有了后来的玉黛湖景区。

从当时的千疮百孔到如今的“国家AAA级
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其中辛酸困苦，
外人难以想象，而郝博坚持下来并成功了。

玉黛湖已成为集旅游、观光、采摘、科
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年接待游客以
30%的速度增长。郝博也多次荣获省市级“旅
游发展带头人”“旅游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

让花灯成为淄博文化名片

玉黛湖经过10多年的发展，规模不断扩
大，游客数量逐年递增，但是依然是淡旺季明
显，发展遇到瓶颈，不安现状的郝博也一直在
思考旅游的“将来式”是什么，这也预示着张
店东部这片土地将迎来第二次蜕变。

2017年中国淄博花灯艺术节在玉黛湖举

办，其规模、数量、样式、种类、产品创新等
得到一致好评，不但拉动了景区收入，也丰富
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淄博花灯会这一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

花灯艺术节的成功，给了郝博巨大鼓舞，
他认为，淄博花灯会久负盛名，与自贡花灯和
哈尔滨冰灯并称三大花灯，每年农历正月十
四、十五、十六是淄博传统习俗“闹花灯”的
喜庆日子。在花灯灯影下，民间戏剧、民间扮
玩、传统武术的绝活绝技精彩纷呈，大街小巷
处处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当时淄博花灯可谓
盛极一时。但是到现在淄博花灯艺术面临着很
多问题和困境。传统技法面临失传，花灯产业
没有形成有效规模，保护传承面临困境等。

这一切，郝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
贡有360多家花灯企业，每年的产值260多亿，
而淄博的产值不过几千万，我们有责任要做大
做强淄博的花灯产业。”这时，建设花灯小镇
的想法在郝博的脑海中显现。

郝博说，他将做精做细淄博花灯文化，做
大做强花灯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淄博独有的花
灯文化品牌，要让花灯成为淄博的文化名片。

打造全产业链旅游新经济体

淄博花灯小镇位于张店区东部，总规划占
地6平方公里，主要由花灯会博览园、淄博玉
黛湖生态乡村庄园、北焦宋花灯民俗文化村、

花灯文化创意园区、花灯社区五大部分组成。
其中花灯会博览园有花灯博物馆、花灯艺

术节、张店记忆美食区；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有
动植物科普、儿童娱乐、拓展体验；北焦宋花灯
民俗文化村有花灯民宿四合院、花灯会民俗扮
玩；花灯文化创意园区有花灯厂区、创意工坊；
花灯社区则实现乡村城镇化、养老等功能。

花灯小镇将最终实现花灯文化产业与旅游
文化的交融，打造集花灯制作、产品研发、产
品展示、产品销售、下单订货、电商交易、文
化交流、民俗演绎、互动体验、科普体验、餐
饮美食、游乐住宿于一体的复合型花灯文化产
业旅游区，着力将花灯小镇打造成全产业链旅
游新经济体。

16年前无人问津的荒山和沙尘满天的乱坟岗，如今已成AAA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花灯小镇助力淄博文化名城建设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0日，记者从周村区规划局

获悉，近日，《淄博市周村区古商城周边地区城市
更新概念规划与重点地段城市设计》通过专家评
审。据了解，本次规划基于周村城市的基础条件和
现状发展，将其整体发展定位为文化周村、生态周
村、慢城周村。

据了解，本次规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概念规划
研究范围、概念规划范围以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范
围。其中概念规划研究范围面积１２．３８平方公里，
概念规划范围面积６．６平方公里，重点地段城市设
计范围１．５６平方公里。规划重点是古商城周边及老
城区相关地区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梳理与构建，包
括公共空间构建、公共活动组织、公共设施完善以
及公共形象塑造。本次规划基于城市的基础条件和
现状发展，对规划地区进行整体发展定位为文化周
村、生态周村、慢城周村。针对城市发展定位，制
定文化升级策略、环境升级策略、空间升级策略。

周村城市更新概念规划

通过专家评审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6日上午，文化名城讲坛在淄

博市图书馆开讲，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恒展作《古典诗词欣赏与创作》讲座，王恒展以
“诗庄、词媚、曲俗”为切入点，就古典诗词欣赏
作了生动的报告，并结合自己的创作谈了诗词创作
的经验体会，市直文化系统干部职工代表及社会各
界古典诗词爱好者25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古典诗词欣赏与创作》

开讲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

惠民、服务群众”的号召，组织动员市直文化系统
广大青年志愿者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以实际行动
践行“五四”精神，淄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
织所属的市文化馆、市歌剧舞剧院、市京剧院、市
五音戏剧院共同组成志愿者服务队，于5月4日在淄
博市社会福利院开展慰问演出活动。传统京剧选
段、剑舞表演等节目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的阵
阵喝彩。

志愿者服务队

赴福利院慰问演出

□通讯员 胡新广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周村区12349社区便民服务

平台设立在桃园阳光家园老年公寓，是周村区
唯一的一家12349社区便民服务平台，为群众
提供生活需求、政策咨询、投诉转办、志愿公
益服务四大类120余项便民服务，并结合“平
安周村，幸福家园”的建设，以满足社区居民
的生活需求为落脚点，开展各类便民利民的公
益活动，为居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便利，
解决生活中的难事、急事。

5月14日，母亲节到来之际，为弘扬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激起更多人对老人的关

爱和帮助，12349社区便民服务平台，联合多
家加盟企业以及40多位志愿者在桃园阳光家园
老年公寓，开展了保健按摩、理发、体检、节
目表演、紧急救援等多项服务内容。

年近七旬的张大娘高兴地对记者说：“这些
孩子们经常来帮我剪头发，服务态度特别好，理
完了还给我按摩按摩，都是好孩子。”看到张大
娘高兴了，宜美宣理发店的艺龙小师傅也干得
格外起劲，“老人们腿脚不太方便，不能让他们
再跑出去理发，所以我们就定期来。我们的父母
也不在身边，与老人们在一起也能让我们感受
家的温暖。”

这边理发热情高涨，那边按摩、修脚也笑
声不断，杨氏修脚堂的师傅们正在帮老人们修
脚。在给刘大娘洗完脚后，韩大全师傅小心翼
翼地给她修剪着趾甲，“老人指趾长得虽然
慢，但比较硬，得小心一点。一会我再给她做
个脚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桃园阳光家园
老年公寓的护理人员也在认真地看着师傅的按
摩手法，“给老人洗脚按摩也是我们的经常性
工作，我们也学学师傅们的按摩手法，提高提
高。”吴女士笑着说。

“拉住妈妈的手，幸福在心头，千万别松
开那份最美的守候”，随着《拉住妈妈的手》

的音乐响起，“12349”志愿者们的文艺演出
开始了。独唱、合唱、舞蹈，精彩纷呈。

演员们用动听的歌声与美好的祝福驱散了
老人们心中的寂寞与孤单，欢笑声和掌声回荡
在敬老院里。担任钢琴伴奏的李向远老先生说
道：“我们每周都会来3次，排演一些老百姓容易
接受的节目，让老人高兴高兴。我们的宗旨是使
更多的老年人活得愉快、活得高兴。”

服务平台负责人马洪宝说：“12349社区便
民服务平台就是让老年人切实地感受到‘上门
服务’的优惠政策，感受到12349的关爱。”

“12349”：让每位老年人都感到温暖

淄博花灯非物
质文化遗产第五代
传 承 人 张 向 仁
（右）与工人交流
花 灯 细 节 ( 资 料
片）。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厚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1日，记者从淄博市供销社

了解到，为积极应对小麦病虫灾害快速蔓延态势，
淄博市供销社系统充分发挥农业服务龙头技术设备
力量优势，全力抓好以飞机防治为主要内容的病虫
害现代农业规模化服务。

其中，临淄齐民旺植保专业合作社装备A2c载
人农用飞机5架，配备专业人员50余人，组成飞防
专业服务队，对齐都镇、敬仲镇、凤凰镇、朱台镇
等4个乡镇展开小麦“一喷三防”飞防作业服务，
作业服务面积达25万亩。桓台县益农航空服务公司
组织载人农用飞机6架，高级飞行师、机械师和其
它专业人员20余人，在桓台、潍坊等地开展小麦、
棉花等病虫害飞防作业服务，目前已在市内外完成
飞防作业服务31万亩。

淄博开展春季农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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