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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兵

冬日的沂蒙大地，寒风凛冽。1月25
日，当记者驱车来到沂南县岸堤镇朱家林村
时，群山之间的空旷处，一阵阵推土机的轰
鸣声随风入耳。在这片方圆4 . 3万亩的田园
综合体项目土地上，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忙
碌着。

“一辈子也没这么热闹过。”只要天气
允许，村里的老人总会三五成群地坐在朱家

林村头的广场上晒着太阳，聊聊家常。91岁
的退休教师公丕汉是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位，
对村史也最为熟悉。每有前来参观学习的客
人时，他会主动向大家介绍这几年乡村的改
变。“你们一定要跟宋娜聊聊，没有她，就
没有朱家林的今天。”

老人口中的宋娜，远近闻名。不满33岁
的她，自称是一个山里娃，实际上她是标准
的大学生。这位80后青年设计师，求学于中
国美术学院，后来基于对沂蒙山村的热爱，
带着责任和追求，毅然返乡创业，致力于家
乡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作为省定重点贫困村、国家级旅游扶贫
重点村，3年前的朱家林还是一个只有70余
位老人居住的典型的穷山沟、空心村。2015
年秋天，宋娜初到朱家林，站在村口崎岖的
山路上，环顾周围，些许萧瑟但不失美景，
特别是看到那些淳朴的乡民，倍感亲切。

“朱家林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
典型的。它是千百个沂蒙山村的代表。”宋
娜决定从朱家林开始，设计并实践美丽乡村
的蓝图。

从走访乡邻到勘测地形，从查阅资料到
咨询专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宋娜便带领
团队完成了朱家林生态艺术社区规划，并确
定了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打造“无门
票、开放式”创新型美丽乡村生态艺术社区
的目标。

不搬走一人一户，不破坏一草一木。宋
娜说，要完整保留山区乡村的原始风貌，艺
术化改造衰败破落老村子，让整个村落“靓
起来”，重新焕发生机，实现自然永续、建
设永续、人文永续、经济永续。

理想很丰满，现实有些骨感。村民没有
钱，乡村建设就会困难重重，而且没有意
义。怎么办？“脱贫致富，乡村振兴。”这
是大家达成的一致目标。宋娜说，按照“共
建共享”合作模式，本着“企业主体，政府
支持，群众参与”的原则，她与团队一起发
起成立了山东燕筑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并吃住在村里，和全村的老少爷们一起想办
法、理思路。

经过几天的商议，最终确定村集体成立
旅游服务公司和种植合作社，以部分闲置房
屋和土地入股燕筑公司，享受燕筑公司30%
的经营利润分红；同时村集体流转417亩土
地发展精品农场，作为农事体验、休闲采摘
配套项目，其中经营土地的收益，60%用于
村民分红；此外还成立劳务合作社，下设建
筑业、种植业、手工业及物业保洁等4个专
业队，为燕筑公司配套服务，合作社提取
5%的管理费，用于村集体积累，而参与服
务的村民根据工作量每月再单独获得佣金。
目前，朱家林由原来的一个集体经济空壳村
实现了村集体年增收近50万元。村集体有钱
了，村民脱贫了，乡村振兴便有了希望。

“精准扶贫给自己个人的发展和人生价
值的实现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宽广舞台，同时
也只有朱家林村真正富了、老百姓都脱贫

了，这才是自己创业成功了。”宋娜说。
目前，朱家林的乡村生活美学馆和五套

精品主题民宿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村口标
志建筑“再生之塔”和停车场、标识墙、公
厕、海绵路面等配套设施建设完成……作为
省内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宋娜
带领的这个团队已经将朱家林打造成了远近
闻名的农村创客“孵化园”和生态艺术社
区。

“现在上亿元的资金正源源不断地注入
朱家林田园综合体，但如何打造成型，如何
成为‘美丽乡村供应商’的样板，我们还需
要更多创客的到来，需要更优质人才的聚
力。”站在村口那条已经焕然一新的柏油路
上，宋娜对未来有了更多憧憬。她知道，这
里将会有更多的产业集聚，创意农业、休闲
农业、文创产业将成为朱家林新的亮点。

□ 王德刚

众所周知，旅游业具有关联面广、文
化性强、融合度高的优势和特点，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能
够起到助推乡村经济发展、改善乡村环境
和繁荣乡村文化等积极作用，说是乡村振
兴的新动能也不为过。

旅游是融合乡村资源进行旅游化发
展、推动乡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巨大动
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地区的农
田、荒山、水域、房舍、农作物、乡村环
境等生产和生活资源，都被多功能和高效
地利用起来了；众多农民通过自营、租
赁、流转、合作、入股等方式，将这些资

源变成了资本，又将资本转化成高附加值
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乡村资源的多元
化利用，促进了乡村地区以第一产业为主
导的传统农业经济向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现
代服务经济转型发展，让原本缺乏活力的
乡村落后地区自身具有了造血功能和自我
发展能力，推动乡村地区走上产业脱贫、
致富之路，奠定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了乡村环境的
优化、美化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整
体提高了乡村环境质量和农民生活质量。
传统的乡村环境，虽然具有淳朴的田园本
色，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卫生环境、景观
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等都
相对较差，许多领域成为发展的短板。而
发展乡村旅游业，将通过改善乡村环境、
提高卫生质量、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体系等措施，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
与城市均等的生活服务和生活保障，补齐
短板，彻底改善乡村环境、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

旅游既是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也是
促进乡村文明复兴的有效途径。只有乡村
经济和乡村文化共同发展，才能够真正实
现乡村振兴。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村文化
的复兴和繁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而
乡村旅游是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乡村文
化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乡村文明复兴的主
要途径。一方面，乡村旅游开发以活化的
方式传承和发展传统的乡村文化，那些濒
临消失的民间技艺被挖掘出来，通过活化
的展示方式，转化成为最具地方特色的乡
村旅游产品，既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又保护、传承和复兴了传统文化。另一方
面，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了农民对自身和乡
村文化的自信心，让乡村更具个性和特
色。发展旅游就是要通过景区开发、文化
展示、主题体验等形式，让人们在旅游的
过程中增长见识、丰富知识，增强自豪
感、提高获得感。

而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全域旅游，倡
导全民参与，让当地的历史、文化、风

俗、乡村空间乃至农家生活等都变成旅游
吸引物，乡村的居民变成东道主，村民成
为旅游经营者，直接在发展旅游业中受
益，将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集于一
身。鲁中山区大山深处一位带领村民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走上致富之路的老支部书记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发展乡村旅游，
让我们找回了农民的自信，让我们感觉到
了当农民的自豪！”只有农民对自己的文
化有了自信心，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有了
自豪感，乡村振兴才有了真正的文化基
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要进一
步发挥旅游业的优势和特点，通过“旅游
+”和“+旅游”等途径，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构建新型现代乡村经济体系，为乡村
振兴打好坚实的经济基础，重新唤起农民
的自豪感，提高广大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
信心，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旅游创客致力打造“美丽乡村供应商”样板

宋娜：让沂蒙山村“美丽脱贫”（上）

◆开栏的话

乡村兴，则齐鲁兴。1月4日发布的

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

了全面部署。在刚刚闭幕的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上，我省提出要发挥农业大省优

势，开拓乡村振兴新途径。近年来，山东

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致

富、农业转型升级、农村振兴发展方面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一大批扎根基层的

乡村旅游带头人通过创新创业，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了丰富而优质的旅游产品，让

千千万万的乡村人走上了幸福路，齐鲁大

地的美丽乡村旅游事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新年伊始，本报开设《新时代旅游创业故

事》栏目，今日起走近这些乡村旅游带头

人，讲述他们扎根基层、贡献旅游乡村的

创业故事，再现新时代农村变迁的缩影，

为探寻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提供研究案

例。

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月26日，由省旅游发展委、烟台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2018“山东好时节”启动仪式暨“贺年会·烟台
人游烟台”颁奖盛典在烟台举行。据了解，今年“山东好时
节”将继续延续往年特色，并重点举办第四届中国（济南）
花卉园艺博览会、“仙境海岸”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
（青岛）峰会、中国（临沂）国际温泉旅游文化节等30余项
活动。

活动现场公布了2017年“山东好时节”十大创新品牌节
事活动获奖名单，分别是泉城之夜·济南第二届夜休闲文化
旅游节（济南）、第27届青岛国际啤酒节（青岛）、第十四
届齐文化节（淄博）、台儿庄古城大庙会（枣庄）、黄河三
角洲（中国·垦利）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东营）、烟台人
游烟台（烟台）、第34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潍坊）、孔子文
化节中国研学旅游推广联盟系列推广活动（济宁）、东阿药
王山新春祈福庙会（聊城）、山东省首届低空旅游发展大会
暨旅游装备博览会（滨州）。

据介绍，为持续推动山东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
设，挖掘山东全域旅游发展中的营销亮点，2017年省旅游发
展委组织开展了贯穿全年的“山东好时节”创新品牌节事活
动，全省130多个特色节会得到全面推广，形成品牌节事效
应，推动旅游产业转调，成为我省探索创新全域旅游营销模
式的典范。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贵州安顺电 近日，记者从山东对口支援贵州省安

顺市负责人处了解到，安顺面向游客发布优惠政策，即日起
到2月28日，游客可享受安顺市内2家5A级景区、5家4A级景
区及市内A级景区以外的6家收费景区门票挂牌价4折优惠；
百灵温泉、多彩万象旅游城内温泉以及关岭永宁滑雪场门票
7折优惠。

优惠景区具体包括：5A级景区黄果树景区（64元/
人）、龙宫景区（60元/人），4A级景区云峰八寨文化旅游
区（24元/人）、天龙屯堡旅游景区（24元/人）、夜郎洞景
区（40元/人）、格凸河景区（24元/人）、兴伟石博园（48
元/人），A级景区以外的收费景区花江大峡谷景区（12元/
人）、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40元/人）、神龙洞（39
元/人）、山里江南（40元/人）、关岭永宁古镇（24元/
人）、黎阳航空小镇（20元/人）。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月2日，由滨州市旅游发展委、惠民县人

民政府主办的“滨州人游滨州”走进惠民暨惠民旅游营销年
在滨州启动。本次活动以游惠民、滑飞雪、泡温泉、逛庙
会、听评书、看演艺、过大年等为宣传内容，进一步丰富了
好客山东贺年会和我省冬季旅游产品体系。

活动现场，主办方宣传推介了惠民旅游资源，邀请和吸
引更多滨州人到惠民旅游，助力惠民旅游的开发和建设，做
大做强惠民旅游产业。作为孙子故里，惠民县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具备研学游资源基础。该县抓住研学旅游市场
热潮，向滨州市研学旅游机构现场授牌，推动惠民成为重要
的研学游基地。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惠民县将进一步指导景区景点制订
针对滨州市民、惠民本地人的优惠政策，开展亲子游、研学
游及春节、五一、十一等重要节假日文化主题活动。

2018“山东好时节”启动
30余项重点活动精彩纷呈

安顺旅游发布优惠政策
多景区门票低至4折

“滨州人游滨州”走进惠民

惠民旅游营销年启动

□记者 刘兵 报道
▲在朱家林村乡村生活美学馆中，前来参观的游客对村民们制作的布老虎、竹编等格外

感兴趣。

□记者 刘兵 报道
▲1月31日-2月1日，由省旅游发展委、

省旅游饭店协会主办的山东省旅游饭店业
服务品质提升技能大赛决赛暨第二届山东
金牌旅游小吃竞赛在济南举行。图为选手
在进行英式鸡尾酒调试比赛。

□记者 刘兵 报道
▲日前，“情系临朐 福到东营”———

临朐旅游东营贺年会活动在东营举行。本次
贺年会采取旅游资源展示与旅游产品售卖相
结合的方式，60余种旅游商品进入东营旅游
产品推广平台。图为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当
地旅游商品。

□记者 刘兵 报道
▲由济南市槐荫区政府牵头、济南方特东方神画承办的济南最大灯会，将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七在方特对游客开放。作为为好客山东贺年

会的组成部分，目前该灯会现场部分景点已搭建完成。
据了解，此次灯会将打造济南首个声、光、动完美融合的3D立体灯光秀。“东方巨龙”“大唐盛世”“似锦华年”等风格各异却同样

流光溢彩的大灯组，将给观赏者带来超乎预期的视觉享受。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近日从青岛海底世界了解到，该景区

成立15周年之际，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七，将推出系列优惠活
动。

优惠内容包括：“海底精灵”智能机器人新春迎宾送
福；成人通票优惠至95元/人，双人门票优惠至180元；1 . 2米
以下或6周岁（含6周岁）以下儿童、70岁（含70岁）以上老
人在成人陪同下免费；6周岁（不含6周岁）至18周岁（含18
周岁）或身高1 . 2米（不含1 . 2米）至1 . 5米（含1 . 5米）的未
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凭本人学生证
或居民身份证可享受半价优惠；生肖属狗的游客持本人身份
证件购买通票优惠至18元/人；临沂市民凭本人身份证购票
可享通票55元/人特价优惠。

青岛海底世界

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徐晓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2月2日,由莱钢集团金鼎实业有限公司主

办的“2018全域旅游+智慧旅游高峰论坛”在莱芜市委党校
举行。

省内旅游业界以及主流媒体等60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
针对“乐游莱芜”品牌，在全域旅游发展、文旅融合发展、
精品旅游创建、乡村振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共谋旅游
品牌发展。

莱芜旅游企业

抱团擦亮“乐游莱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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