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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7日，省旅游行业协会2017年年会在济

南召开。会上举行了山东省旅游服务名牌和山东省乡村旅游
创业之星评选总结和颁奖活动。2017年经过会员单位自愿申
报、专家初审、终审，共评选出山东省旅游服务名牌85家，
山东省乡村旅游创业之星88人。

为积极配合省旅游发展委开展的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
划，省旅游行业协会向全体会员单位、全省旅游企业发出倡
议，用优质精致的旅游服务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
适的旅游消费环境，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享受旅游业创造
的幸福与美好。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日，省旅游发展委对外发布《2017年

度山东省旅游商品研发基地名单》，莱阳梨润堂食品有限公
司等15家单位入选。

具体名单包括：莱阳梨润堂食品有限公司、安丘市圣川
饮品有限公司、山东娜瑟觅尔食品有限公司、潍坊新维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微山县胜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莱芜万邦
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威邦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市朗
野蜂业有限公司、山东温和酒业有限公司、山东省费县沂蒙
小调特色食品有限公司、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平邑县鲁蒙
茶叶专业合作社、山东蒙山龙雾茶业有限公司、临沂齐尚食
品有限公司、牡丹区吴店创意家居小镇。

据了解，省旅游商品研发基地由省旅游发展委筹划、组
织，省旅游商品开发服务中心具体实施，旨在培植一批专
业、规范、知名的旅游商品研发、生产厂家，利用我省深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各地的旅游商品，构建全省范
围的旅游商品精品研发产地。

□ 本报记者 刘 兵

2月2日，沂南县朱家林村前的小广场上
热闹非凡，第二届山会活动如期而至。赶年
集、赏民艺、购真味、看大戏，一个个当地
村民将自家产的山货摆上了集市，更有村里
的手艺人现场表演才艺。这个曾经没落多年
的贫困小山村，如今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
是如今朱家林村的现实写照。走在山村的街
巷中，一座座在原有石屋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民宿院子格外引人注目，古朴而不失现代，
相似而不失特色。

当记者正在参观其中一个庭院时，恰逢
建造者之一的公丕省在此检查。72岁的他是
个典型的农村汉子，年轻时练就了一手精湛
的石匠手艺。施工头一年时，他有近200个
工作日在参与村里的民宿改造，用自己的双
手建设着生活了一辈子的美丽家园。

“没想到撂弃多年的手艺还有了用武之
地。你看，现在这个院子都成了样板啦！当
时建造时，宋工没少跟我们几个老石匠商
量。”公丕省口中的“宋工”指的是朱家林
田园综合体项目发起人宋娜。一年到头，这
个80后姑娘几乎天天泡在村里，领着大家一
起施工改造。

乡村振兴，是人的振兴。作为创客的宋
娜，从最开始选定朱家林村作为田园综合体
项目建设地时，就把“共建共享”作为原则
之一，引导、支持村民参与，与最熟悉村情
的乡村能人一起改造建设家乡。

冬日暖阳下，村里的老人总喜欢拿个马
扎，在广场上三五成群而聚，家长里短就是
一天，有时宋娜也参与其中。时间久了，宋
娜发现，有些老人有不少才艺，纳的鞋底精
致、编的竹筐结实、缝的布艺生动。于是，
她便鼓励大家闲暇时做做手工，并将成品放
在展览馆中出售。有时候，赶上一些参观游
览的外地人前来，老人们还现场给大家做一
番讲解。

村民的参与是朱家林村长期发展的不竭

动力。没有他们，就没有朱家林。实际上，
很多时候，朱家林村的一些旅游景点不仅是
村民们参与打造，更是他们自己的设计。村
南河边的一个空地上建有一排由木桩打造的
动物造型的体育设施，一到旅游旺季，总会
有很多游客争相体验。“这都是村里的工匠
师傅们自己的创意。以前，我们会启发村民
的创新，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自觉创意了。”
宋娜说，村民、村庄自身“造血”永远要比
单纯“输血”更重要。

沂南县旅游发展委主任任立军认为，朱

家林村以“传统手工+创意”的方式发展
“文创+旅游”，通过研发适合当下审美和
生活需求的手工艺品，活化并传承了民俗手
工艺。其策划的文创市集、设计走入乡村、
赶山、相亲会等创意活动，开创了沂南县乡
村旅游共建共享的全新发展模式。

与其他乡村旅游点相比，朱家林村的优
势何在？宋娜认为，除了村民的自觉参与，
创客也是朱家林村未来发展的制胜法宝。作
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朱家林田园
综合体的规划中，“创新创意”是其发展的

关键。
“每个创客都有自己的法宝，在丰富旅

游业态和产品中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
是持续的、创新的，这对于发展乡村研学旅
游、乡村生态旅游等尤为重要。”宋娜介
绍，目前朱家林田园综合体内已有20多位创
客入园，有8个项目正在产业化运营，整个
项目将吸引100位创意人才和创客入园，落
地创新项目达到80个，预计年营业收入1亿
元。

乡村发展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为吸引
更多创客人才来到朱家林村，沂南县委、县
政府组织协调了服务基地建设，举办全县青
年创意创业大赛，奖励创客创新。根据创意
产品的创新程度和产业发展前景，在朱家林
村创业的创客免收1-3年的房屋和土地租赁
费。

沂南县委书记姜宁表示，要为农村创新
创业营造条件和环境，吸引、留住乡村人
才，为乡村人才成长提供环境，让懂技术、
爱农村、爱农民的人留下来，让“土庄稼”
长出“高科芯”。

如今，在朱家林村北边的山坡上，一栋
富有特色的创客公寓正在紧张建设中，未来
这里将作为吸引各地创客的地方，三年免
租，可容纳60余位创客“拎包入住”。

■记者手记

乡村振兴离不开带头人的引领，更离不
开村民的参与。在朱家林村，我们看到了
“人气”，看到了村民自生的精神气儿。在
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特别是田园综合体
的建设，一定要以农民的利益为根本，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乡村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省旅游行业协会召开2017年年会
85家单位获评省旅游服务名牌

15家单位入选2017年度

省旅游商品研发基地名单

广告

引导村民主动参与 服务创客创新创业

宋娜：从“美丽脱贫”到乡村振兴（下）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5日，省旅游发展委公

布2017年度山东省购物旅游示范区和旅游休
闲购物街区名单，淄博市博山区等7个城市
入选首批购物旅游示范城市，威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皇冠街道办事处等3个乡镇入选购物
旅游示范镇，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镇四门
洞村1个村庄入选购物旅游示范村，融汇
济南老商埠等25家街区入选旅游休闲购物

街区。
为打造规范化、标准化的大旅游购物环

境，2017年，省旅游发展委发布了新的购物
旅游示范区及购物街区评定标准，并开展首
批评定工作。根据《关于开展2017年山东省
购物旅游示范区等场所评定工作的通知》，
按照省质监局新颁布的旅游购物相关标准，
省旅游发展委组成评审调研组，于2017年11
月至2018年1月对各市申报的山东省购物旅

游示范区和旅游休闲购物街区创建单位进行
了实地评审，并形成了此次榜单。

在发展精品旅游和优质旅游的大背景
下，此次评选对于我省进一步强化“好客山
东”品牌、供给优质旅游商品，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解决了游客来山东“如何买、何
处买”的问题，提高了山东旅游商品在旅游
消费中的比重，提升了旅游业的综合消费水
平。

我省公布购物旅游示范区及旅游休闲购物街区名单

□刘兵 朱缕炫 报道
▲宋娜（左一）经常与朴实的村民坐在一起聊天，寻找需求点，启发大家共同参与乡村建设。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高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8日，儒风邹城·贺年会走进济南宣传

推介活动举行。
据介绍，贺年会期间，邹城市各旅游景区（点）以“祈

福团圆”为主题，策划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旅游活动。
初一到十五，“孟庙孟府过大年”、峄山景区“新春祈福庙
会暨民俗文化旅游节”“上九山古村梦回宋朝古庙会”“狗
年旺旺旺 三仙山望汪汪”“绿鑫春滑七彩滑道滑雪”“欧
皇狂欢谷首届迎春花灯展”，六大景区邀请游客同祈福、赏
民俗、赶年会、闹新春。

此外，邹城还推出研学旅游跨新年，深挖研学旅游资
源，持续打造“孟子修学游”品牌。

邹城来济宣传推介贺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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