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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7日，记者从省旅游

发展委在济南举办的2018山东省乡村旅游后
备厢工程示范基地创建工作培训班上了解
到，我省将用4年时间，累计投资2400万
元，优先从全省2000个重点贫困村中选取培
育120个省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示范基地，
以先进典型激励引领全省乡村大力发展购物
旅游，使旅游商品生产销售成为农民创收致
富新的重要门路。

据了解，省旅游发展委日前发布《山东
省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示范基地创建方
案》，支持各地推动农林牧渔等产品向旅游
商品转化，丰富“旅游+农业”内涵，促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
动农民就业、脱贫、增收，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发展。

方案提出，我省将依托乡村旅游特色村
和农业旅游综合园区，策划、推出一批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农副土特产品和乡村旅游纪

念品等，尽快建成投入使用一批乡村旅游商
品销售店、乡村旅游商贸街区等。引导和鼓
励第三方电商企业建立电商服务平台，注重
农产品上线，促进商品流通，推动“新优
特”“一村一品”乡村旅游商品网上营销。

当前，乡村旅游商品在食品安全、品牌
打造、运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缺乏相关标准。“方案的出台为我
省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示范基地创建提供了
参考标准。省旅游发展委将按照交通便利
化、产品安全化、服务标准化的原则对这
120个示范基地进行培育。”省旅游商品开
发服务中心主任吴凯介绍。

据了解，今年我省将先期培育30个可复
制、可推广的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示范基
地，打造具有地理标识性的“一村一品”，
提高乡村旅游购物水平，高标准打造旅游购
物场所，开发品牌化旅游商品，不断满足游
客的购物需求。同时，我省各市将指导有关
县（市、区）各选取1个工作基础较好的行政村

作为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创建示范基地。
“实施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提升拉长

产业链，打造辨识度高、满意度好、独具地
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品牌，努力使‘购’成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省旅游发
展委二级巡视员王春生介绍。近年来，我省
围绕乡村旅游商品发展，依托全省313种省
级地理标志产品，打造了一系列山东乡村旅
游商品品牌，让章丘大葱、烟台苹果、金乡
大蒜、莱芜生姜、沾化冬枣等成为游客装满
自驾车后备厢的必选。

“发展乡村旅游商品，品牌很重要。游
客对产品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品
牌。”培训班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邱
松表示，在一些农特产品转化成旅游商品的
过程中，必须要有品牌战略，在研发、生产、流
通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精心规划，避免出现同
质化严重、特色不鲜明、形象不统一的问题。

山东省文化创意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孙美
华认为，年画、剪纸、泥塑、风筝等优秀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特色传统手工艺品几乎遍布
山东省17市，且各具优势和特色。对这些产
品要进行更加符合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的改
造和提升，找到差异化特征，保留其文化内
涵，并赋予其市场活力。此外，在各类商品
的包装上，还要打造既符合景区文化诉求，
又贴近游客的统一视觉形象，更好地发挥其
原有的文化魅力。

“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是我省发展乡村
旅游的重要一环，它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更
代表了乡村旅游商品这个类别，实质是农产
品的商品化、品牌化，让游客到乡村去旅
游，把农产品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让农产品就地卖出，让农民就地发财，成为
提升乡村旅游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王春
生表示，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示范基地创建
具有开放性、实验性，每个示范基地要根据
自身现状制订未来目标，打造产品品牌、产
品系列、购物商店、销售渠道等，并按照相
关规定严格使用补贴资金。

□ 本报记者 刘 兵

“五一”小长假前夕，“好客山东Lite”
小程序2 . 0版本上线，为不少假期来鲁游客
提供了便捷服务。据了解，该程序通过模糊
搜索即可实时查询到涵盖全省旅游目的地、
A级景区等全域全产业旅游要素的20余万条
信息。“一机在手，畅游山东”正成为可
能。信息化时代，我省利用“互联网+”推
动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开展旅游管理、旅
游营销和旅游服务，方便了游客出游，更促
进了我省全域旅游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智慧旅游，

让游客的行程更舒适便捷

近日，继重庆、西安后，济南在某短视
频社交软件上也瞬间爆红，成为众多游客向
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来自河北的游客王女
士在游览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趵突泉公园时，
享受到了智慧旅游带来的便捷。免费Wi-
Fi、智能导览、厕所查询等服务都可在手机
上通过景区自设的系统或“好客山东Lite”
小程序直接获取。

“今年初，趵突泉公园完成公共Wi-Fi
和4G信号深度覆盖，总带宽10G的Wi-Fi网
络可同时满足2万个终端接入。”天下第一
泉风景区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即使五
一这样的节假日旅游高峰，网速也不受影
响。

智慧旅游，智慧服务。在台儿庄古城，

以往每到小长假，景区门口检票的队伍总是
绵延几十米。如何让游客快速入城、减少排
队等待时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自
2016年开始，我们依托信息技术，探索了从
纸质门票到二维码扫描和面部识别的入城方
式，游客进出景区的效率提高了数倍。”台
儿庄古城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黄晓莉告诉记
者，现在景区全价门票实现了由原先的一人
一票一次入城，变为一人3天内无限次入
城，让游客可以更为方便地畅游周边景区。

如趵突泉公园、台儿庄古城一般，截至
目前，全省所有5A级景区和部分4A级景区
均已实现免费Wi-Fi、智能导览、电子讲
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不
少景区已基本建成智慧旅游景区。

实时客流监控，

为游客出行提供参考

旅游服务插上智慧的翅膀，背后是互联
网的信息平台支持。而在旅游智慧化工作
中，我省已率先走在全国前列，建成的山东
省全域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成为游客获
取最全信息服务的“终端”。

“这一‘终端’汇集了省内各厅局、各
市、景区景点等与旅游相关的数据信息，纵
横连接，互通有无。”省旅游数据和信息中
心副主任迟钰争说，信息关键在整合，服务
关键在平台。我省以全域旅游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为数据核心，打造了集“好客山东网”
网站、“好客山东”APP、“好客山东

Lite”小程序、“好客山东”新媒体矩阵等
多种展示途径为支撑的智慧旅游服务集群，
让海量数据情景化呈现在游客眼前。

据了解，目前我省是全国从事旅游信息
化工作机构最为健全的省份，省市两级旅游
主管机构均已设立旅游信息中心，这为引导
旅游企业旅游智慧化建设提供了保障。

今年2月，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试点省
份之一，山东被原国家旅游局列入“全国全
域旅游全息信息服务系统”试点单位。据介
绍，该系统借助高德地图数据和精确的定位
能力，并通过山东省旅游大数据平台对全省
重点景区进行有效实时客流监测。“当景区
客流量或者景区内部某小景点的客流量接近
最大承载量时，系统将发布预警提示，同时
通过高德地图，对即将到达景区的游客进行
合理引流和疏导。”迟钰争说，这为游客合
理安排旅游出行计划提供了参考，提高了我
省旅游信息服务质量。

补齐发展短板，

实现“山东旅游一网通游”

时代在进步，游客需求在变化。如何利
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让游客在山东获得更高满意度，是一个
重要的课题。刚刚闭幕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上，国内各行业的顶级信息化项目和最
新成果琳琅满目，语音识别、无接触安检、
无人驾驶等应用技术，为我省智慧旅游发展
提供了不少启示。与最前沿的科技相结合，

才能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走在全国智慧旅游
的前列。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要求智慧旅游
要‘全面’，否则影响的是整个‘好客山
东’的形象。”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省重
点旅游景区在智慧旅游方面虽然走在了全国
前列，但也有不少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
行社等在发展智慧旅游方面相对落后，整体
上还不平衡，亟待补齐短板。

《山东省旅游产业智慧化总体方案（草
案）》（2017-2022）提出，我省将着力培
育一批智慧旅游示范基地，到2022年，创建
一批智慧景区、智慧乡村旅游点、智慧酒店
和智慧旅行社，打造旅游产业智慧化强省，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同时，建设全省旅游产
业管理信息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实现导游证
核发、市场监管等旅游政务服务网上一站式
办理，利用虚拟技术创新旅游信息服务模
式，整合更多旅游信息汇入平台，实现“山
东旅游一网通游”。

◆记者手记

“一机在手，畅游山东”，顺应游客多
样需求，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我省智慧
旅游以走在全国前列的姿态，不断探索和创
新，取得了有效成绩。我们期待更多政府部
门积极参与到旅游信息化建设中来，联手解
决目前尚存的数据壁垒等问题，为游客提供
更加详细的出游信息参考，为迎接出游自主
化、需求品质化、旅游全域化、产业现代化
时代的到来，做好充足准备。

◆实时查询全域全产业旅游要素20余万条信息 ◆“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息服务系统”试点上线

一机在手“智”游山东

让旅游“后备厢工程”鼓起农民“钱袋子”
我省拟4年培育120个示范基地激励引领乡村购物游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五一”假日期间，淄博

旅游人气持续兴旺，得益于“千家旅行社走
进淄博”等活动的预热，众多景区迎来旺季。

高等级、特色景区仍然是淄博旅游接待
的重点区域。假日期间，周村古商城内由宋
城演艺团队在演艺广场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
的杂技表演，实现了接待游客2 . 83万人次。
“畅游淄川”智慧旅游平台“五一”前正式
上线运营，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游览淄川
的途径，淄川各景区游客也较去年大幅增
长，潭溪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 . 5万人次。

3天小假期，成就了近郊乡村观光游等
短途自驾旅游线路的火热，散客自驾游特点
明显。潭溪山、齐山、聊斋城等主要旅游景
区的停车场内，自驾车数量占90%以上。沂
源县翠屏山景区、青龙湖景区、唐山景区、
阳三峪乡村旅游度假区、栖福源风景区等免
收门票，使游客在景区内尽兴尽情游玩。中
郝峪村、泉子村、南沙井等乡村旅游点则以
主题篝火晚会、拓展培训、品尝农家饭菜、
体验古朴民风、呼吸新鲜空气等特色受到游
客的青睐。高青县主打特色农业牌，高青西
红柿成为各采摘园的标配，莱德农业的羊角

蜜、皓盛农业的草莓、民生庄园的葡萄也新
鲜上市。

除景区游、生态休闲游外，工业旅游、
美食游等旅游业态吸引力逐步增强，文化休
闲、体育健身、时尚购物等活动成为城乡居
民假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一”期间，
淄博旅游客源市场与往年同期相比，辐射范
围扩大，市场反响良好，在以往济南、东
营、滨州等为主的基础上，辐射面逐步扩展
到德州、潍坊、青岛、烟台等地以及北京、
天津、河南、河北等省市，二日游团队游客
数量较往年均有大量增加。

“五一”假日淄博众景区旅游人气旺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公布72家单位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
位，我省东阿阿胶世界、庆云养生世界、台儿庄古城、华茂
集团等4家单位入选，总数位居全国首位。

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划，2019年底前，我国要建成10个
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100个示范基地和1000个示范
项目。到2020年，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健康旅游基地，形成
一批健康旅游特色品牌，推广一批适应不同区域特点的健康
旅游发展模式和典型经验，打造一批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
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探索中医药健
康旅游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推广应
用互联网技术，推动旅游业与养老相结合，与中医药健康服
务业深度融合，全面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省健康旅游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去年9
月，日照成功获评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青岛市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入选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今年初，省旅游发展委与省中医药管理局又共同评选出1家
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10家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57家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单位，探索中医药健康
旅游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9日，济南方特东方

神画主题公园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揭牌仪
式在济南举行。

据了解，济南方特东方神画自2017年启
动国家4A级旅游景区建设规划以来，一直严
格按照相关创建标准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
定细则，从硬件和软件着手，全面提升景区
品质，确保景区创建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
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济南方特东方
神画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实现了槐荫区
4A级旅游景区零的突破，对提升济南旅游业
发展水平，培育发展大旅游、大文化等绿色
产业，打造济南文化旅游名城和全国优秀旅
游目的地城市，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英 徐安兵 徐晓华 报道
本报菏泽讯 “五一”假日期间，菏泽市各县区推出了

一系列文化旅游活动，自驾游成为主流，游客深入乡村，感
受假日休闲时光。

牡丹区在中国牡丹园举行“中国牡丹园非遗文化旅游
节”，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单县举办山东·菏泽（单
县）首届长寿文化节，弘扬“健康单县·善行天下”品牌和
中华民族敬老孝亲光荣传统，此外单县美食嘉年华、单县羊
肉汤节、单县长寿文化节主题摄影系列、单县特色游、朱集
镇地道探秘、美食工坊体验游等活动轮番开展、热闹非凡；
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的赏花节、武胜桥镇樱桃园举办
的樱桃采摘节受到游客喜爱。

各景区推出系列活动，增加了节日氛围。曹州牡丹园芍
药花开得正旺，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定陶区仿山景区
恐龙园、温泉推出优惠，游客还可以在旺天下生态园体验采
摘娱乐活动；成武县周自齐纪念馆、文亭湖湖心岛免费对外
开放，戏曲展演及广场舞大赛引得游客连连叫好；鄄城县孙
膑旅游城·亿城寺景区组织了民俗展演和“梁皇宝忏”祈福
法会，沙土庙景区推出第一届“沙土庙杯”锦标赛，胡窑桃缘种
植专业合作社举办的亲子游活动得到不少自驾游游客的好
评；开发区杨湖酒庄开展的工业旅游活动成为假日旅游亮点。

主题活动带火菏泽假日旅游

□薛亚龙 黄锋 魏雪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五一”假日期间，东营市黄河口生态旅

游区、孙子文化旅游区、天宁寺文化旅游区等文化类景区人
气爆棚。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幅保持
在20%以上，孙子文化旅游区新上旱地滑雪滑草、沙地摩
托、水上自行车、直升机空中游览等项目，增加游客体验
度，假日期间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

今年，东营市旅游发展委坚持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深
入挖掘黄河口特色文化，实施“旅游+”工程，在“五一”
节假日期间推出了各类文化主题旅游节庆活动，让游客们在
体验地域风情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不断升温的黄河口文化旅
游热度。

“五一”期间，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景明水语小镇迎
来了客流高峰，春风十里啤酒节、农家炖鱼王大赛等系列活
动，使游客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在距离水语小镇8公里
的兴隆街道东营盛园农家乐，一场2018莲心湾美食节暨“佳
藕莲礼”杯厨艺大赛，让游客们尽享美食的饕餮盛宴。在黄
河岸边，胜坨镇上演了“舌尖上的垦利”黄河口面塑手工制
作大赛，充分发挥了面塑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带动
作用，让人们一饱眼福。4月29日上午，有着“天然氧吧”
美誉的龙居镇黄河森林旅游度假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
自全市的百余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在这里，参加“边走边拍
快乐徒步”活动。徜徉田园美景、在运动中度过愉快的假
日，正成为东营市民假日休闲生活的新时尚。

为给游客带来满意体验，东营市加强对旅游企业的引
导，旅游景区和旅行社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旅行社纷纷推出
“二日游”线路，为游客提供细致温馨的服务。各旅游企业
纷纷推出优惠活动，让利于民，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与现代畜
牧业示范区合作推出门票优惠活动，孙子文化园推出4折优
惠抢票活动，桃花岛旅游区推出买赠活动。蓝海集团、华泰
大厦等各大酒店纷纷推出特价房、特惠餐饮，孙武湖温泉酒
店室外露天游泳池对外试运营，“五一”期间推出特价抢票
活动。众多的优惠和让利活动，让游客实惠出行，极大地提
高了市民和游客出行的热情。

黄河口文化旅游渐入佳境

我省4单位入选首批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刘英 王辉 徐晓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今年“五一”小长假，莱芜市旅游行业准

备充分，保障得力，策划推出了“运动休闲 乐享环湖”
“高山峡谷诗情画意”“果蔬采摘 回归田园”等近郊游线
路及耳立音乐节、大马戏表演等20多项旅游活动，拉动效应
充分显现。据监测和统计，全市共接待游客40 . 1万人次，实
现旅游消费1 . 3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和32%。小长假期
间，全市无旅游安全事故发生，没有接到重大旅游投诉，旅
游市场持续安全平稳有序。

2018雪野湖·耳立音乐节在莱芜雪野湖航空体育公园成
功举办，如诗的风景、酷炫的音乐，为2万多名现场乐迷奉
上了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香山风景区举行四季摄影大赛，
吸引了济南及周边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游玩拍摄。鹰飞跳伞
雪野湖基地开业，不少跳伞爱好者慕名前往体验游玩。棋山温
泉小镇推出温泉票买一赠一优惠活动，让假日活动热闹非凡。

小长假期间，莱芜市乡村游产品深受游客喜爱。高新区
利和庄园大棚里各种果蔬已经成熟，游客自驾来庄园体验美
丽田园自然风光，采摘有机蔬菜、瓜果。鲁宝桑园公社桑葚
采摘、桑蚕养殖、科普教育广受欢迎。卧云铺景区古村探秘
依然热度不减，笔架山乡村旅游合作社主推生态观光游，游
客可以品槐花、挖野菜、尝野菜感受乡野乐趣。牛泉镇云台
山景区“生态+红色游”广受欢迎，祥沟村重点打造的集寻
古、游玩、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别具一
格，特别是以传统“八大碗”为标准的农家乐让游客大饱口福。

莱芜“五一”游客创新高

济南方特东方神画

晋升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今年以来，枣庄市薛城区

陶庄镇以“四镇”同创为抓手，确立了“全
国重点镇，山水新陶庄”目标，依托“一
山、一水、一车祖”，做足乡村旅游文章，
全力打造有特色、能感知的“奚仲故里”、
蟠龙河湿地公园等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该镇把壮大乡村旅游业发展作为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板块，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全力推行集现代农业、休闲旅
游、田园社区打造为一体的发展模式，将现
代农业发展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积极探索
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小镇模式和管理制度，
大力推进特色小镇规划编制工作。积极探索
“龙头+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把
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现代的科学技术融合起
来，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壮大金针菇、
特色经济林果、无公害蔬菜等特色种养殖基
地。同时，推进蟠龙河生态农业长廊建设，
扶持龙润生态园、盛农家庭农场发展，加快
台湾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全力打造集种
养、观光、采摘、休闲、民宿于一体的蟠龙
河现代农业聚集区。

陶庄镇打造

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刘兵 邵凯 报道
“五一”节前，某小视频平台直接带火济南，310个视频浏览量超6000万。受此影响，众多年轻人来济南旅游打卡，感受现实中的魅力泉

城。宽厚里、芙蓉街、曲水亭街等游客爆满。据了解，3天假日，济南重点监测的12家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122 . 72万人次，同比增长2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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