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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中
国旅游70年，从无到有，从“奢
侈品”到“平民消费”，从观光
到休闲度假到文旅融合、乡村振
兴，旅游向更高层次迈进，可以
说，旅游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观念。泰安太阳部落景
区作为山东旅游发展的一个缩
影，通过旅游带动乡村振兴，致
力于文旅融合，目前已成为山东
省文旅融合样板景区。“十一”
期间，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大力推
进惠民旅游，景区门票执行60元
/人，仅为景区正常门票价的三
分之一。

太太阳阳部部落落：：永永葆葆红红心心致致力力于于文文旅旅融融合合

不忘初心
通过旅游振兴乡村传承文化
2013年4月，将中国史前文化与现代游

乐完美结合的泰安太阳部落景区盛大开
业，因其文化传承的定位和现代游乐的展
现形式，推向市场后深受游客欢迎，在山
东旅游市场迅速刮起“太阳部落旋风”。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开业至今，年均游客量
在百万以上，已成为山东省乃至整个华东
地区知名度很高的特大型文化主题公园。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开业6年来，不忘初
心，强化文化自信，一直视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两手抓。

在泰安太阳部落景区东边销售土特产
的王大姐满脸喜悦地告诉笔者：“太阳部
落景区开业后，我儿子和儿媳妇都在景区
上班，一个月有好几千的工资，自家种的
小米、核桃也不愁卖，游客很喜欢这些东
西，现在日子比以前好多了。”目前，泰
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已经形成以太阳部落为
核心，以天乐城水世界、天颐湖旅游区为

支点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给当地村民提供
上千个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特色农产品销
售、特色餐饮、民宿住宿等旅游业务迅速
发展，真真正正为乡村振兴助力。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负责人孔祥海告诉
笔者：“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一定要
兼顾社会效益，这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和义
务。太阳部落的企业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个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游
客体验项目的过程也是了解和学习中国史
前文化的过程，可以说，在太阳部落游
玩，能让游客认知中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
文化；另一个是带动当地老百姓致富，通
过旅游产业发展来振兴乡村，带动乡村民
宿接待、特色餐饮和有机农产品升级。”

与一些景区趁假期变相涨价不同的是，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继续推行惠民旅游政策，
十一黄金周景区门票执行60元特惠价，价格
是正常价格的三分之一，真正让利游客。

领先一步
打造文旅融合的齐鲁样板
2013年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开业前，山东

省内除了泰山、“三孔”、蓬莱阁等老祖宗
留下的具有唯一性、世界性文化旅游资源
外，其他大部分文化旅游景点经营步履维
艰。一直有着浓郁家国情怀、对中华传统文
化深深眷恋的孔祥海，在掌舵泰安太阳部落
景区建设和运营后，独具匠心地将中国史前
文化与现代游乐结合，推向市场后深受游客
欢迎，景区迅速跻身全国知名主题公园行
列。泰安太阳部落景区的成功，开创新型文
化景区深受市场欢迎的先河，成为文旅融合
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6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匆匆一
瞥，但对比国家大力倡导文旅融合提前了
整整6年的泰安太阳部落景区来说，却占据
着天时地利，当一些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
部门为文旅融合大伤脑筋时，泰安太阳部
落景区的文旅融合已在康庄大道上欢快奔
驰。

谈到文旅融合，孔祥海认为，文化是
旅游动力之源，文化要通过新颖的、游客
能接受的方式传递，以前站桩式、泥塑式
的展现形式不会再被游客认可。孔祥海还
提到，文化是旅游的内涵和核心，文化可

让旅游保持恒久竞争力和生命力，旅游是
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途径。以主题乐园
为例，中国本土主题乐园与国外知名主题
乐园相比，最核心、最有竞争力的卖点就
是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赋予中国本土主题
乐园底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跟外
来巨无霸竞争。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从主题定位、景区
布局、项目设计、市场推广等方面都赋予
中国史前文化元素，游客来景区仿佛穿越
到史前社会。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女娲飞天
球形影院、山洪暴发实景剧(史前水神和火
神的旷古大战 )、水龙王 (超级版激流勇
进)、远古大战、生命烈火4D影院、文明之
光、共工的愤怒(升级版巨型波浪翻滚)等项
目都有深厚的史前文化内涵，游客在体验
项目时，能再次了解和学习中国史前文
化。

目前，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已成为山东
省知名研学教育基地、史前文化学习基
地，其文旅融合的经营理念深受国内同
行的追捧，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齐鲁样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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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因境内龙泉汤温泉而
得名。近年来，镇党委、政府依托得天独厚的
特色资源，把发展以温泉养生为龙头的旅游经
济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着力打造“中
国北方休闲旅游温泉养生小镇”，全力引进温
泉养生、健康养老、高端商住等多种业态，推
动温泉与原生态旅游资源融合，谱写了“旅游
主业突破，引领多业融合”的新篇章，树起了
全域旅游一面旗。先后获评全国文明镇、全国
千强镇、全国重点镇、山东省乡村振兴“十百
千”示范乡镇、山东省特色小镇、山东省绿色
生态示范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山东省干事
创业好班子、山东省美丽宜居小镇、山东省小
城镇建设示范镇、山东省旅游强乡镇、好客山
东·最美乡镇等荣誉称号。在烟台市2018年11月
评审的7处AAA级景区中，龙泉镇双百山旅游
度假区和将军谷景区双双入选。

提档升级，小镇建设加速度

龙泉汤温泉，是胶东著名温泉之一，开发于
明朝，兴盛于清代，清末《牟平县志》把到龙泉
汤温泉洗浴称为“温泉快浴”。龙泉镇曾经是秦
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驻足之所，也是道家王重
阳及“全真七子”修身养性的神奇之地。相传，
全真教主王重阳途经龙泉，入泉与众人洗澡嬉
戏，发出了“龙泉温泉天下奇，一洗能使百病
除”的赞叹。“石气松荫雨后凉，飞鸿流水几垂
杨，行人浴罢闲相语，可似华清第二汤。”明代
诗人王苹赞美龙泉镇龙泉汤温泉奇妙景观的这首
诗，更使龙泉美名远扬。

而今，这块被悠久文明浸润的土地，在实现
中国梦、小康梦的征程上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
力。镇党委、政府以温泉养生带动全域旅游，开
启了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之路，龙泉镇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旅游项目建设之战”全面打响。全
镇整合“山、泉、湖、河”四大资源，在先期编
制的《龙泉镇驻地详细性规划》基础上，按照

“凸现特色、提升档次、拓展空间”的思路，先
后聘请国内知名规划设计专家，完成了镇驻地15
平方公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镇总体规划和龙泉
镇旅游产业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龙泉旅游风
情小镇总体规划》，形成了“一个中心、两条轴
线、四大片区”的旅游发展新格局。一个中心，
就是突出“省级示范小城镇”的品牌效应，主推
“温泉养生”品牌，把镇驻地打造成汇聚人气、
集约服务的旅游养生综合服务中心。两条轴线，
就是要突出打造“汉河水系景观轴”和“大龙文
化景观轴”。四大片区，就是在镇南部建设“滨
湖养生康体片区”，在镇西部建设“山野生态休
闲片区”，在镇东部建设“果韵飘香产业片
区”，在镇北部建设“低碳环保产业片区”，与
东部新区金山港区协调统一，全力以赴投入烟台
东部新区建设。

以高端规划为引领，“中国北方休闲旅游温
泉养生小镇”建设再加速。在龙泉镇党委书记吕
孝良的引导下，笔者参观了正在崛起的集温泉养
生、休闲度假、颐养保健、商务接待、水上娱乐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崑龙温泉旅游项目。吕孝良介
绍：崑龙温泉项目总投资20亿元，已完成投入5 . 3
亿元。一期项目共设有客房100多间，可同时容
纳5000人休闲娱乐、1500人就餐。温泉综合接待
楼、生态餐饮会议楼、韩国馆、龙泉宫、室内外
温泉等已于8月1日开始正式营业，室外正在建设
大型水上娱乐项目、汤屋汤院。除此之外，双百
山旅游度假区项目，已完成投资2 . 5亿元，建成休
闲木屋19栋，修建观光慢道22公里，建成核桃、
猕猴桃、大樱桃、绿茶、桑葚、桃子、板栗等10
个大型采摘园，投资2500万元、占地3000平方米
的游客接待中心已正式投入使用，现正在建设红
色教育窑洞民宿。云中鹤养老中心项目已完成投
入3000万元，土建工程已完工，现正进行室内外
装修及配套景观打造。北大川国际休闲旅游度假
区的蓝木噶布户外主题乐园已完成项目规划设
计，10亩土地指标已落实，目前正在基础垫层，
等待招拍挂。山乡蜂农蜂蜜文化旅游产业园项目
已完成投资1500万元，主体土建已完工，正在进
行室内外装修施工。龙泉·温泉康旅小镇项目计

划投资50亿元，已投入2 . 6亿元摘得280亩建设用
地，目前正在做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镇域内开发
的37度温泉花园、三缘温泉花园、温泉嘉苑、安
德利山水名郡和福霖居五大高档小区均已投入使
用，并实现山泉水、温泉水双泉入户，为游客提
供居家养生的好去处，“醉美龙泉”像一幅优美
画卷正徐徐展开。一个独具温泉水系特色，设施
齐全、功能完备、宜居宜养、景色优美的国家级
小城镇建设示范水准的雏形已经形成。

深度融合，旅游产业全域化

碧海蓝天，人文荟萃，远眺青山叠翠，近看
花海荡漾。行走在龙泉大地，移步异景，犹如穿
行画中。先天禀赋加上后天努力，让龙泉具备了
全域旅游的坚实基础。

按照旅游产业全域化要求,针对旅游资源类型
多样的特点，龙泉镇党委、政府以规划为引领,把
全镇作为一个“大花园”“大景区”“大公园”
来建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全力打造“山水龙
泉、养生福地”品牌，构筑旅游发展新支撑。他
们依托昆嵛山、昆嵛湖、温泉汤等资源优势，整
合、设计、发布龙泉旅游线路全览图，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采摘体验等形式的多元化乡村旅
游。探索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在全镇形成一条
集自助采摘、体验农耕、观赏美景于一体的休闲
观光产业链，从而打造出烟威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生态观光旅游品牌。

在龙泉，特色种植业转型特色种养园，
成为一个个富有活力的旅游产品：在沁园春
果蔬采摘园，游客可以游玩、采摘一园尽
兴；在甲霖山庄，传统黑猪养殖蓬勃发展，
特色茶叶种植如火如荼，四季鲜蔬采摘广受
欢迎，形成绿色高效的循环生态农业产业
链。在河里庄金凤庄园果蔬采摘园，园子分
成小地块，市民可以到农场“认领”绿色有
机果蔬，亲身感受“田间管理”。每逢节假
日和双休日，各采摘园游人如织，游客一边
观赏如诗如画美景，一边采摘清香四溢的果
菜，心旷神怡。此外，他们通过集体合作社

的方式，将特色农业与生态休闲旅游业有机
结合，依托采摘园举办生态采摘节活动，向
游客提供果蔬采摘、农家乐及自驾游活动，
每年平均接待游客上万人，农户直接创收300
万元，成为烟威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采摘品牌
之一。随着这一个个旅游项目的建成和推
进，龙泉镇初步形成“满目皆景观，随处可
休闲”的全镇旅游、全域旅游新格局。

按照“一产多元化、农业旅游化”思路，镇
党委、政府把温泉养生文化、绿色健康理念、乡
村风情体验融入农业开发，实施“一村一品、多
村一品”战略，打造了龙泉绿茶、山乡蜂农、泉
香金米、庭院猕猴桃、“一农原”蒲公英茶等一
系列龙泉特色农产品品牌，仅去年一年就带动群
众增收1000多万元。全镇因村制宜，集中打造了
大樱桃、中药材、猕猴桃、绿茶、蔬菜、山珍、
葡萄、玫瑰花八大基地，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生态
农业新路。在河北崖、河里庄、邹家庄集中打造
三大精品樱桃采摘园；在丁家庄村着力打造甜瓜
采摘园；在西杭格庄村不断探索猕猴桃种植技
术；在河里庄村，引导村集体发展核桃、板栗、
榛子等干杂果300亩；在东汤村继续发展烟台绿
茶基地，引进10余个国家级珍稀茶树品种，建成
生态茶叶种植区、农业观光采摘区、品茶休息
区、现代化加工厂区等多个功能区，龙泉茶园成
为中国纬度最高的生态茶园。

现在，龙泉镇已经从温泉单一产品的依赖
走上“温泉+”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以温泉养
生体验为龙头，“温泉+生态”“温泉+古村
落”“温泉+养生文化”等新产品、新业态遍地
开花。在全域旅游的框架之下，许多像河北
崖、马家都一样的普通村庄，围绕传统村落保
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凸显自身特质，挖掘地域
风情，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全域旅
游已成大势。

四季皆景，龙泉旅游新常态

通过做足“温泉+”文章，不断丰富旅游产
品和业态，四季皆景，长年可游，成了龙泉旅游

的新常态。
吕孝良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全域旅游对

于龙泉来说，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
一种时空概念。即游客无论哪个季节走进龙
泉，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获得不同的体验。
春秋季节来，在体验温泉之余，可以游览双百
山、将军谷等风景名胜区，也可以参加桑葚、
樱桃、甜瓜采摘等活动。夏天来，北大川露
营、崑龙温泉水上乐园，一定会使你尽享清
凉。如果是冬天来，肯定是“温泉+养生文
化”。泡温泉的同时，可以品尝独特的龙泉绿
茶。还可以到将军廊桥、地瓜窖老物件馆等景
点，体验一下龙泉的人文风情。“冬有温泉之
温暖，夏有森林之清凉，春秋有原野之旖
旎……龙泉旅游，已经不只有温泉。”言谈话
语之中，吕孝良充满了自豪。

其实，时空概念上的龙泉全域游，还体
现在他们有一系列旅游节庆活动贯穿四季，
涵盖全年。据悉，自2013年龙泉镇启动首届农
民文化艺术季以来，这个镇每年都要拿出近
百万元资金，举办诸如摄影书法大赛、踏青
赏花节、果蔬采摘季等活动。今年上半年，
他们先后成功举办了2019烟台人游烟台暨牟平
区第二届昆嵛田园文化节、将军谷甜杏采
摘、胡同文化节、北大川露营、德和食用菌
研学游等活动30余场次，吸引了国内外游客
数十万人，为宁静的山村增添了人气，为广
大农民增加了收入。

一项项丰富多彩的主题和节庆活动，打
造出一年四季各具特色的旅游盛宴，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投资者，成功撬动上亿元
的社会资金投入旅游开发，从而使蛋糕越做
越大。镇长邹得民说，对龙泉镇而言，田园
文化节、农民文化艺术季等旅游节庆活动，
已不仅仅是吸引游客的促销手段，也不再仅
仅是为农民增收拓宽的渠道，而是政府搭
台、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融旅游、经贸、
招商、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是提升龙
泉形象、推动全域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重
要载体，更是龙泉镇的亮丽名片。

全域旅游———

龙泉镇树起一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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