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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伴
随“文旅融合”时代发展大势，今年以来泰安市
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以文化
繁荣和全域旅游为主线，以打造优秀文化产品和
优质旅游产品为重点，着力实施公共服务效能提
升、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文旅品牌建设壮大、文
旅市场培育监管、传统文化弘扬传承、作风建设
加强改进“六大工程”，加快文旅体深度融合步
伐，全力推动泰山区文化旅游事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1—5月份全区接待游客1178 .8万人次，实现旅
游消费总额77 .8亿元，同比增长11 .7%和13 .5%；景
区接待入园游客203 . 25万人次，门票收入2 . 14亿
元，同比增长7 .9%和7%。

项目牵动、业态推动、品牌带动

打造文旅产业新高地

六月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作为泰山区
“双招双引”重点项目的泰山四季乐园施工现
场一派火热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为即将完成
的一期项目做着收尾工作。不仅泰山四季乐园
项目，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人家项目、年文
化主体小镇项目、泰山碧霞湖文化项目、三里
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等一大批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底前或完成招商，或实现开工，或开业运
营。

据了解，泰山区正实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工程，狠抓“三个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重点
抓好一批策划招商项目，加快落地项目建设进
度，强化运营项目巩固提升，为泰山区文化旅
游的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保障。

新业态是文化旅游发展的未来。泰山区以
争创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实施“旅游+”
战略，聚力打造旅游新业态发展。在研学旅游

方面，泰山区巩固提升泰山花样年华、上高庄
园、泰山啤酒生肖园、泰山乡村文化博物馆等
研学教育基地的管理运营，扩大研学旅游市
场，提升研学游服务水平；在体育旅游方面，
深化与上海夫如体育文化发展公司合作，办好
第三届环泰山国际户外徒步大会；在工业旅游
方面，继续抓好泰山啤酒生肖乐园、鲁普耐特
等工业旅游示范点的管理运营。旅游与体育、
研学、工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泰山区文化
旅游增添了生机活力。

“不仅要发展项目，增加业态，还要打出
品牌。”据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泰山区高度重视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一方
面，主动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A级景区创
建和提升，为品牌建设提供优质的内容保障，
基于自身优势，做大做强泰山民族乐团专业文
化品牌。另一方面，积极完善联合营销机制，
借助全媒体、专业公司等平台，利用文旅惠民
消费季等活动，不断强化文旅宣传营销，并在
打造推出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巩固省内客源市
场的基础上，积极开发京沪苏浙等高铁沿线城
市客源市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开创文旅事业新局面

在端午小长假里，泰山区图书馆和泰山乡
村文化博物馆内，围绕传统习俗的文旅活动精
彩纷呈——— 拓片体验、文创产品制作、民俗微
课堂等成为市民游客增长知识、亲近文物的好
方式。

实施传统文化弘扬传承工程，着力推动文
物保护利用和非遗传承发展，泰山区文化和旅
游局大力实施石刻资源调查研究和数字化保护
工程、文物安全天网工程，加强非遗传承人队
伍建设，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一系列开放活动，借助文旅融
合契机，让文物“活”起来。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泰山区开展了
非遗项目展示活动。活动精选剪纸、雕刻、银
饰、陶艺、美食等泰山区19项非遗项目和2家
文创企业及3家博物馆，展出了精美的收藏品
和文创产品。过往游客参与体验经典的传统美
食和特色鲜明的传统美术作品制作过程，充分
体现了“非遗保护 中国实践”的主题，受到
参与群众和游客的青睐。

今年以来，泰山区不断完善推进“三馆”
建设和服务，积极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推进
文化馆建设，规范博物馆管理运营。据了解，
该区不断提高图书借阅的电子化和多媒体水
平，定期举办“月读悦享”“图书漂流”等读
者活动，在完善总分馆基础上协调建立200个
图书免费借阅点，建设1—2个分馆，实现统借
统还；积极开展金秋艺术节等群众文化活动，
开展“击鼓传花式”交流演出，调动群众参与
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积极做好泰山豆腐文化博
物馆、泰山乡村文化博物馆、泰山文化博物
馆、泰安市圣源博物馆等8家非国有博物馆的
信息统计、藏品展示、免费开放等工作，规范
全区博物馆的管理运营。

加强作风建设 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文旅发展新环境

担当实干、争先创优，是泰山区文化旅游
队伍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目标。面临新时代对文
化旅游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必须加强作风建
设，提升文旅队伍水平，为实现文化旅游繁荣
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据介绍，今年以来，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树目标、勇担当、争一流”作风建设年活动

和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主题实践活动
等，扎实推进基层党建、“三型机关”创建、
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切实推进机关作风转变
和提升。积极开展文旅安全管理、文化旅游服
务质量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文物管理培训等
各类专项培训；组织参加省、市举办的外出学
习等活动，提升全区文旅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组织旅游企业积极参加各级导游 (讲解员 )大
赛、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等活动，以赛代
训，以评促学，进一步提升泰山区文化旅游人
才队伍的专业服务水平和质量，打造一支一流
的文旅队伍。

优质的文化旅游产品是让游客愿意来的前
提，而安全文明的文化旅游环境是让游客留得
住的根本。发展与监管并进，才能实现文化旅
游的长远发展。泰山区积极实施文旅市场培育
监管工程，不断强化文化旅游安全监管，狠抓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文化旅游环境不断改善。

据了解，泰山区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
聚焦文化旅游关键节点，落实旅游安全责任
制，强化旅游企业假日预警管理；严守文物安
全红线，落实巡查制度，全面压紧落实文物安
全属地管理主体责任，构筑文物安全保障网；
在全区旅游企业中继续开展“诚信旅游放心消
费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提升星级饭店、A级
景区、旅行社的服务质量；深化文明旅游，积
极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做好景区、酒
店的文明旅游督导检查工作。

此外，泰山区还以全市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四大工程为统领，加快推进景区交通换乘、旅
游厕所、旅游特色街区建设提升等，精心打造
旅游环境，不断完善城市旅游配套。泰安方特
欢乐世界、泰山花样年华景区、泰山宝泰隆旅
游景区在停车场空地建设公交综合枢纽站，实
现游客出入景区零换乘。加大建设力度，将三
里屯特色餐饮街区打造成旅游产业集群化、多
元化、优质化的24小时旅游餐饮目的地。

泰山区：实施文旅融合“六大工程”，推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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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山清水秀的
沂蒙革命老区，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正践
行着绿色发展理念，既保护利用好自然生
态，又实现经济发展。沂蒙山银座天蒙景区
是省国资委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位于临
沂市费县北部，项目总规划面积240平方公
里，核心片区96平方公里，一期开发面积
14 . 4平方公里，集山岳景观、森林景观、瀑
布景观、人文景观于一体。自2016年7月16
日开业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
万人次，累计营业收入逾2 . 5亿元，成为临
沂市接待游客最多、收入最高的景区。

高起点高标准

将荒山野岭发展成一流景区

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是鲁商集团在
“好客山东”“亲情沂蒙”省市文化旅游目
的地大品牌统领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
召，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布局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企业战略升级转型而打
造的精品旅游项目。

在鲁商集团决定进军精品旅游行业、开
发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之前，这座有着
“岱宗之亚”美誉的大山，地处偏远、交通
闭塞、人迹罕至。这里的人们只能靠山吃
山，当时大山深处的中药材、名贵树木等被
大量盗挖，曾经漫山遍野的山杜鹃也几乎绝

迹。而如今通过天蒙景区的开发运营，望得
见的绿水青山，变成了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基本实现“游客满意、企业盈利、业内好
评、政府欢迎、群众受益”的良好效果。景
区开业仅2年多的时间，就成为山岳型旅游
景区行业的样板。

“我们之所以能够从旅游行业的小白快
速成长为山地旅游的样本，主要是凭借三流
的资源，打造了一流的产品，通过一流的运
营营销，发展成了一流的景区。这种‘3+1+
1’的新模式，大大转变了传统旅游的发展
方式，实现沂蒙山旅游的新旧动能转换。”
景区总经理朱爱军说。

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严格根据国家
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双重标
准，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规范化运作和专业化运营”。景区建
有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人行玻璃悬索
桥”、沂蒙山小调活态博物馆、标志性文
化景观建筑望海楼、明代道观玉皇宫、世
界先进索道及360°观景水晶吊箱，集奇、
秀、险于一身的江北第一悬崖栈道，滑
道、攀岩等20多个经典项目及百余个各具
特色的景点。

精品旅游

为沂蒙老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
(那个)山上(哎)好风光……”新时代，沂蒙

山小调有了新的传唱内涵，那就是银座天蒙
人带着老区人民努力拼搏、攻坚克难、脱贫
致富的生动体现。

进入今年旅游旺季，深处沂蒙山腹地的
上白石屋村迎来今年又一波人次过万的大客
流。看着摊位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商户宋大
姐迭忙摊好鏊子上的煎饼，乐呵呵地对笔者
说：“自打天蒙景区一开业，俺们这里的生
活是越来越好喽！”

为保证景区能在市场上有足够的核心吸
引力，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围绕着打造
“第一和唯一”的目标，建设了沂蒙山小调
活态博物馆、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和江北第
一悬崖栈道等一批精品项目。依托这些大项
目，通过直接在景区安排就业及引导周边农
户开办农家乐、采摘园等形式，带动直接就
业200余户、近千人，人均增收4000多元。
据统计，自景区建成以来，周边乡村新成立
农业经济合作社20余个，旅游发展间接受益
350余户、1350多人，实现人均增收2000元。
在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的龙头带动作用
下，2017年费县实现旅游精准脱贫3500余
人，超出年初计划的45 . 6%。

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的旅游扶贫模式
改变了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培育了山区
贫困主体的造血功能，成为守着绿水青山、
传统民俗的费县贫困人民脱贫致富的新路
径。

景区的建成还提高了沂蒙山在全省乃至
全国的影响力，对临沂市全域旅游发展产生
极大的拉动作用。在其带动下，费县新发展

旅行社、酒店、A级景区若干家，周边孟良
崮、椿树沟等营业景区以及周家庄等乡村旅
游更是直接受益，成为当地旅游快速发展和
新旧动能转换的代表。

引领全域旅游发展

打造大沂蒙山旅游目的地

围绕“全面构建新时代‘大旅游、大市
场、大产业’的大沂蒙山旅游目的地”的奋
斗目标，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通过培育经
典、创造精品、传承基因、融合发展，大力
推进沂蒙山红+绿旅游产品体系建设，持续
完善沂蒙山旅游公共基础服务设施，不断提
高沂蒙山旅游的规范化管理水平，逐步强化
沂蒙山红色研学教育功能。

据了解，景区的二期项目建设正在展
开，将重点打造包括天蒙温泉康养小镇、塔
山地面客运缆车、房车营地、民宿酒店等在
内的休闲度假产品和配套设施，以实现景区
从1日游到2日游乃至多日游转变、从观光游
向休闲度假游转变。到2023年，将把景区建
设成为以沂蒙精神为灵魂，以沂蒙自然山水
为依托，以沂蒙红色文化为筋骨，以旅游扶
贫和乡村振兴为新旧动能转换着力点，以旅
游产业扩张为经济增长极，集观光体验、研
学旅游、红色教育、休闲度假、健康养生、
运动体育、商务会议等多元产品于一体的引
领山东、示范全国、世界知名的大沂蒙山旅
游目的地。

沂蒙山小调新传唱 银座天蒙打造精品旅游新标杆

①沂蒙山小调诞生地
②云雾天蒙飘

③山间云海美如画
④云雾缭绕望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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