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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兵 刘英
本报通讯员 郑树平

“这个导游讲解水平很高，从她的讲解
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江苏省盐
城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王佩霞对山东沂蒙红色
影视基地导游孙明月的评价。

今年28岁的孙明月，是沂蒙红色影视基
地所在地——— 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人。
谁也想不到，这位学历不高、小时候说话都
有些腼腆的乡村姑娘，如今成长为一名出色
的导游。

孙明月曾在青岛即墨一家企业上班，婚
后也没打算回沂南，一心想留在青岛。2012
年，夫妻俩回常山庄村过年时，看到村旁的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建设得很好，游人络绎不
绝，她和丈夫张龙萌生了回家到景区工作的
念头。

2013年，中专学历、没有丝毫导游工作
经验的孙明月，成为了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的
一名本土导游。

“刚上岗时什么都不懂，为了尽快进入
角色，我就把背导游词以外的时间，全部用
来跟着有经验的导游学习。”如今说起话
来，孙明月自信而亲和。

一段时间后，孙明月的讲解水平略有长
进，但提高不快。“游客问的问题五花八
门，比如这个地主家姓什么？他家有几个长
工啊？现在他家的后人怎么样了？斗牛院为
什么建了这么多的偏房？”孙明月说，很多
问题她都答不上来。

怎么办？孙明月想到了一个笨法子。没
有工作任务或者下班后，她就一个人在景区
里转悠，特别是到景点集中的古村和常山庄
村，每间房、每条巷子地转，转得多了、看
得多了，慢慢地也就熟悉了。

“还有，我拜这里的每一个人为师，我
的同事、常山庄村的村民甚至公婆、丈夫，
都成为我学习的对象。对常山庄村和景区的
事情有了全面了解，我的讲解水平提高很
快。”孙明月说。

去年夏天的一天，孙明月带了一个沂南
当地的旅游团队，在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讲
解完红嫂英雄事迹后，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游

客问孙明月：“你讲完这些，现在有什么感
觉？”孙明月说：“难受，心里很难受，嗓
子也是。”这名游客随后说：“你不适合干
这项工作。”孙明月吓了一跳：“您是不是
对我的讲解不满意？”这名游客告诉孙明
月，她的讲解充满着真情实感，但是讲解方
法不对，讲解员应该在陈述事实的情况下感
动别人，别人还没感动呢，自己的嗓子先哑
了，还怎么讲？

“非常感谢那位游客，他指出了我不会
发声的缺点。”孙明月清楚，虽然自己的讲
解水平提高了不少，但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
地方，“就说发声吧，水平高的讲解员用的
是科学发声法，即便说再多话，也不觉得嗓
子疼。而我仍在用笨法子发声，结果就是发
音既不标准，还容易把嗓子喊坏了。”

后来，为了练习科学的发声方法，景区
专门派孙明月她们出去学习，她自己也买了
书籍自学。“现在还没有达到高水平讲解员
的水平，还要继续努力。我希望同行间多交
流，对提高讲解水平肯定有好处。”她说。

“以前村里流传着一句话，‘常山庄不
嫌脏，洗脚水下面汤’。”孙明月说，那时
候别说住二层楼，就连住砖瓦房都是奢侈，
年轻人熬不住只能外出打工。如今的常山庄
宜居、宜业、宜游，回乡扎根，成为年轻人

追求的新生活方向。
孙明月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账：“我

和丈夫都在景区工作，我家的收入水平在农

村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不仅住上了洋楼别
墅，买了电动车、三轮车，还有一辆双排座
汽车，我们的日子甜蜜得很。”

从“村妮”到“名嘴”

90后返乡扎根当起红色文化传播人

□段宗斌 徐莉莉 黄真真 报道
5月19日，为期两天的利津县陈庄镇第

五届“临合蜜”采摘节开幕，来自周边各地
的数千名游客齐聚黄河滩，体验田园风光。
图为游客在大棚内采摘甜瓜。

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利津县
委、县政府加快推进黄河生态经济带开发建
设的决策部署，陈庄镇充分利用黄河滩区独
特的自然生态和现有的农业基础，大力扶持
瓜果、林果、有机大米等绿色食品产业的发
展，目前“临合蜜”瓜果种植基地已发展瓜
棚2000多个，种植面积达5000亩，年产值
1 . 2亿元以上，临河、索镇等6个村的1700多
户村民受益。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8日，由济南市旅游发展委指导，济

南旅游智库、山东女子学院主办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旅游富
民扶贫”主题研讨会在山东女子学院举行。该论坛标志着
2018年济南旅游智库“泉城旅游论坛”正式启动。

本次论坛分主旨演讲和圆桌论坛两个阶段进行。山东大
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王晨光，山东首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发
起人宋娜，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南开大学全域旅游研究所
所长石培华等围绕主题进行发言。

据了解，泉城旅游论坛是由济南旅游智库运营的重点项
目。济南旅游智库秉承“服务决策、引导舆论、创新创意、
集成智慧、培养人才”的宗旨，以战略谋划、决策咨询和理
论创新为主要研究方向，紧紧围绕济南旅游产业的重点工作
和重要课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可行性的系统研究，为济
南旅游产业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济南旅游智库的成立，旨
在落实济南市城市十大提升行动，全面促进旅游业提升，探
寻旅游新旧动能转换途径，助推济南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
在济南旅游智库预备成立期间，已开展多场旅游专项座谈
会、规划咨询培训等工作。

□记者 刘 英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23日，省旅游发展委印发关于《山东

省红色文化研学旅游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
聊城要以红色精神为主题，整合市区红色旅游资源，并串联
东昌湖、中华水上古城等主要景区，结合乡村旅游，打造鲁
西精品红色研学旅游线。

通知提出，聊城要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鲁西北地委旧
址、刘邓大军渡河指挥部旧址等为重点，加大建设力度，提
高接待能力和水平。通过恢复历史遗迹、博物馆展示、虚拟
重现当年革命故事以及舞台化演绎等方式，打造红色文化研
学旅游精品线路。一些拥有红色旅游资源的乡村田园综合
体，也被列入红色旅游项目规划中。

广告

泉城旅游论坛开讲
专家解读乡村振兴富民扶贫的“旅游路径”

聊城打造

鲁西精品红色研学旅游线

□记者 刘 英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奉节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联

席会议在滨州召开。双方旅游部门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在
旅游线路开通、旅游宣传、旅游惠民措施、交流合作等方面
明确了协作推进目标。

记者从滨州市旅游发展委了解到，滨州方面将根据旅游
合作协议内容，重点做好客源输送、产品设计和宣传营销等
工作。推出优惠政策，滨州、奉节两地居民持身份证可免费
游览当地国有景区。6月中下旬，组织“滨州人游奉节”活
动启动仪式，让越来越多的滨州人走进奉节，了解奉节。组
织滨州市旅游企业走进奉节，考察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将
奉节县旅游景点纳入滨州市旅行社旅游线路宣传范围，组织
游客前往奉节县旅游观光。在每年重要旅游会展上，共同策
划推出精品线路，组织双方旅游企业、游客相互参与。在滨
州市各旅游景区、旅行社内摆放奉节县旅游景区画册及宣传
手册，宣传奉节县旅游产品和资源。

滨州与奉节开展旅游扶贫协作



孙明月这位90后姑娘，用短短几年的时
间，从一名“山娃村妮”成长为“名嘴导
游”，其个人奋斗过程，彰显了年轻一代顺
应时代发展、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优秀品

质。在齐鲁大地，我们正有数千名导游扎根
于乡村旅游的基层一线，讲述着“好客山
东”的优秀故事，逐渐成为新时代乡村旅游
的中坚和乡村振兴的青春力量。

■记者手记

 孙 明 月
（左一）正与同
事一起向前来参
观沂蒙红色影视
基地的游客介绍
景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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