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 152010 年 5 月 4 日 星期二

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
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
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努力使旅游业成为
转方式、调结构的先行产业，这对于推
动我省旅游业发展，提升山东的知名
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加快山东融入世
界步伐，促进全省经济调结构、转方式
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
省广大侨务干部要不断提高对培育发展
旅游业重要意义的认识，自觉地服务全
省工作大局，把支持和服务旅游产业发
展作为侨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着力引进华侨华人旅游战略投
资者，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全省各级侨办要熟悉了解省和各市
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掌握一
批重点旅游项目，掌握一批华侨华人的
旅游大企业集团或管理公司，积极争取
大企业、大集团来山东开展战略投资，

引导侨资在景区开发、市场营销、旅行
社、旅游饭店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要
策划组织好“第五届华商企业科技创新
合作交流会”、“海外华商博士投资创
业合作交流周”、“华东侨商论坛暨经
贸洽谈会”等大型涉侨活动，把推介引
进华侨华人旅游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内
容，进一步推动华侨华人与我省在发展
旅游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二是充分利用“华侨华人回家看世
博”活动，多渠道引导海外华侨华人来
山东旅游观光。

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把“华侨华
人回家看世博”和“观世博游山东”活
动结合起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导
华商来山东考察访问。进一步加强华文
教育基地学校和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
化传承教育基地建设，为海外华裔青少
年来我省修学和旅行创造条件。以“讲
汉语、学国学、体验齐鲁文化”为主

题，将华裔青少年作为重点对象，把华
文教育与旅游观光紧密结合，打造好
“齐鲁文化夏（冬）令营”、“寻根之
旅夏（冬）令营”品牌活动。策划组织
好“好客山东杯”第四届国际华商高尔
夫友谊赛，将“华商杯”高尔夫球友谊
赛做成侨务和休闲游的品牌活动。

三是充分利用侨务外宣优势，大力
宣传“好客山东”。

利用山东侨报、山东侨务（电子期
刊）、山东侨网、华商国际网等，及时
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并通过他
们向海外发布我省的旅游发展规划，广
泛宣传我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推介
“观世博游山东”活动。加强与海外华
文媒体的合作，举办海外华文媒体山东
行活动，利用他们的宣传渠道，进行旅
游专题宣传。与省旅游局合作，组织侨
务访问团赴东南亚开展“观世博游山
东”活动海外宣传推介工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生活日
趋殷实小康，老百姓的闲暇时间越来越
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朋友也
希望亲临中国体验民俗风情。因而，旅
游业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地
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旅游业带动系数
大，资源消耗低，就业机会多，综合效
益好，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群众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淄博是老工业城市，
更是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处在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加快旅游业发展正当其
时。总括而言，要突出抓好“三个转
变”：

一是着力打造齐文化品牌，促进旅
游业发展由粗放经营向内涵发展转变。
淄博是齐国故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发展文化旅游业，特色是打响齐文化品
牌。近年来，我们先后规划建设了齐文

化生态园、世界足球博物馆、牛郎织女
爱情文化主题公园等项目；策划拍摄了
《大染坊》、《旱码头》等影视剧；打
造形成了“淄博陶瓷·当代国窑”、
“鲁商起源地”等品牌，初步形成了齐
文化旅游品牌的规模效益。在现有基础
上，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资源整合，着力
提升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科技含量、
艺术品位、生态质量，不断扩大齐文化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是着力拉长产业链条，促进旅游
业发展由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变。我
市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产业链短、附加
值低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快旅游业发
展，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整合产
业资源，推出更多的休闲度假旅游产
品，不断提高旅游产业附加值。在纵向
上，积极推动旅游产业链上下延伸，大
力发展娱乐、餐饮、购物、休闲、体验

等相关产业，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旅游
需求；在横向上，着力打造千年齐都文
化、旱码头商埠文化、牛郎织女爱情文
化、“淄博陶瓷·当代国窑”、鲁中生
态高地等特色旅游产业链，让美景连线
成片，使游客流连忘返。

三是着力加强重点项目建设，促进
旅游业发展由单体开发向集群开发转
变。淄博的旅游资源丰富，但比较分
散。近年来，我们以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为抓手，开工建设了周村古商城、马踏
湖湿地、鲁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宝山城
市体育公园等一批重点旅游项目。
2009 年，全市旅游建设项目 70 个，总
投资 195 亿元。下一步，要着力推动旅
游业集群开发，重点培育齐文化旅游产
品集群、山水生态旅游产品集群、现代
都市旅游产品集群，促进全市旅游业又
好又快发展。

枣庄地处山东南大门，旅游资源丰
富，区位优势明显，“观世博游山东”
活动的推出，为枣庄旅游业发展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机遇。特别是枣庄已被列入
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试点名
单，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是推动城
市转型的现实选择，不仅可以大大提高
服务业的比重，而且可以发挥旅游业在
整个服务业中的综合、关联和拉动作
用，有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
调整。我们认为，旅游业对一、二、三
产业具有全方位的“催化效应”：旅游
与一产结合形成的观光农业、体验农
业、生态农业等，将一产跳过二产直接
转化成了三产；旅游与二产结合形成的
工业旅游，将二产直接转化成了三产，
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旅游本身属
于三产，但它与其他三产结合时形成的
文化旅游、美食旅游等，进一步延伸了
相关三产的产业链，不仅扩大了就业，

而且深化了城市内涵。下步工作中，我
们将以“观世博游山东”活动为契机，充
分发挥旅游业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拉
动作用，进一步加快“五个速度”，全力推
动枣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加快决策速度。将旅游业作为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支柱产业、实现枣庄
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来大力培育。
2009 年，全市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59 亿
元，枣庄旅游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增
强。我们将加快旅游项目建设的决策速
度，努力使其成为枣庄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

二是加快主题活动速度。围绕“渠
道建立、功能完善、市场规范”三个重
点，确定了“一○世博·二日枣庄”活
动主题，把枣庄精品景区全面嵌入世博
旅游线路，力争 2010 年来枣二日游游客
达到 50 万人以上。

三是加快营销速度。坚持“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原则，实施“整体营销、联
动营销、主题营销”战略，打好宣传营
销组合拳，增强枣庄旅游产品吸引力，
全面提高枣庄旅游的市场竞争力。同
时，针对世博旅游市场，把长三角区域
的上海、杭州、苏州等世博游最强辐射
城市，作为枣庄旅游活动重点客源市
场，最大限度吸引世博游客来枣旅游。

四是加快项目速度。以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奠基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台儿庄
运河古城项目建设步伐，加强滕州微山
湖湿地、峄城“冠世榴园”和山亭抱犊
崮等风景区的建设，完善设施，提升档
次，为旅游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是加快体制速度。为进一步促进
旅游业发展，我们整合了旅游局和服务
业发展办公室，组建成立枣庄市旅游和
服务业发展委员会，为旅游业发展提供
强大的体制保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抓住
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重大历史机遇，完善提升旅游总体规
划，加快推进以项目为重点的旅游景区
建设，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和市场开发力
度，全力打造黄河口国家级旅游品牌，
形成山东旅游的新板块。

创新理念，明确东营旅游的三个定
位。一是树立旅游业是“转方式、调结构”
先行产业的理念。深入挖掘以“黄河口、
大油田、孙子故里”为特色的旅游资源优
势，加快推进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着力
打造黄河口旅游品牌，努力把旅游业培
育成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
的先行产业。二是树立起旅游业是接续
产业的理念。东营是典型的石油资源型
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刻不容缓。旅游业在
东营转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
位。三是树立旅游业是促进对外交流合
作窗口产业的理念。旅游业在促进对外

交流和扩大招商引资中发挥着“让世界
了解东营，让东营走向世界”的重要窗
口作用，对提高东营知名度、扩大黄河三
角洲开发建设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具有重
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集中力量，加快实施五大旅游工程。
一是湿地生态旅游工程。以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为核心，加快黄河口湿地公园、黄
河口旅游港、珍稀鸟类观赏区、游客综合
服务中心、汽车露营营地等项目建设。二
是黄河水城旅游工程。依托广利河综合
治理工程，重点建设黄河水城河海风情
旅游区，加快推进揽翠湖旅游度假区、黄
河文化博览园、河海风情街、现代影视基
地、“水城雪莲”大剧院等项目建设，尽快
形成品位高、功能全的黄河水城旅游项
目集聚区。三是石油文化旅游工程。规划
建设石油科技馆、石油文化广场，重点实
施仙河“石油文化旅游小镇”项目，将油
田风光与渤海之滨、黄河湿地、现代城镇

的和谐景观进行组合，创意发展石油文
化旅游。四是孙子文化旅游工程。深入发
掘孙子文化这一世界级文化品牌的内
涵，按照 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旅游度
假区标准，规划建设中国古代军事大世
界。力争把孙子文化旅游度假区建成孙
子文化旅游胜地。五是休闲观光农业旅
游工程。形成以黄河口生态农业观光园、
新户冬枣园、丁庄采摘园等“十园”为核
心，辐射周边的乡村旅游体系。

强化促销，着力办好十大文化旅游
节庆活动。今年全市重点策划举办黄河
口文化艺术节、黄河口国际马拉松赛、黄
河口大闸蟹美食节、黄河口自驾车旅游
节、黄河口国际观鸟节、孙子国际文化节
等十大文化旅游节会活动，实现“节会搭
台、旅游唱戏”的目的。多渠道扩大东营
旅游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向世
人展示“黄河相约大海、东营相邀世界”
的黄河口旅游品牌形象。

旅游业是烟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战略性优势产业，在全市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成为
展示城市形象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窗
口。烟台市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
署，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增创优势、
走在前面，努力打造中国北方最佳休闲
度假海岸。

一、以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完善产
品体系，推进产业融合。开展烟台旅游
推进年活动，启动实施旅游产业聚集区
建设等十大工程。加快推进中心区“一
山两河”、海昌渔人码头、乐天游艇码
头、东方夏威夷室内海水浴场、淘金小
镇、君子连理岛等 60 多个重点在建旅
游项目，确保年内南山欢乐峡谷、海阳
地雷战景区、中国地质博物馆等十多个
大项目开业，同时抓好芝罘岛、崆峒
岛、海上休闲大世界等 70 多个重点招

商项目。抓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
的有利机遇，实施《烟台市蓝色旅游规
划》，开发八大海湾，建设滨海度假酒
店集群，发展游艇俱乐部集群，完善海
上旅游航线，加快推进烟台——— 首尔国
际邮轮，把旅游业培育成为蓝色经济区
建设的先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二、以旅游推介为纽带，展示城市
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继续实施旅游整
体形象营销战略，建立政府主推整体形
象、企业促销旅游产品的联合营销机制，
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旅交会，借势借力，
充分展示“山海仙境·葡萄酒城”的魅力，
扩大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深入
开展“观世博游山东”活动，包装策划十
大世博旅游产品、20 条世博旅游线路、50
项旅游活动。深化与上海春秋、台湾雄
狮、香港永安等大旅行商的战略合作，
推进与上海、南京、无锡等长三角城市

的区域合作，大力招徕世博客源。 5 —
6 月份，将开通旅游包机 70 余架次，预
计输送游客上万人。

三、以目的地建设为支点，优化发
展环境，丰富城市内涵。以创建最佳旅
游城市为契机，加快烟台潮水机场、烟
台至海阳高速公路、蓝烟铁路电气化改
造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便捷的立
体化交通网络；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
系，构建烟台市旅游集散中心服务网
络，加快布点 20 个自驾车营地， 4 个全
省试点营地将于近期开放，更好地方便
游客、方便市民。深入贯彻《“好客山
东”旅游服务标准》，开展旅游服务质
量提升年活动。抓好职业化导游建设，
打造烟台精英导游团队。开展“品质旅
游·伴你远行”公益活动，加快实现由
满足基本旅游需求向提供高质量旅游服
务转变，着力提升旅游软实力。

一、坚持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来培育。市委、市政府制定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又好又
快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推动旅游业向
高端化、集团化、品牌化发展的一系列
战略举措。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把旅游
业作为全市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促消费
的重点，充分发挥世博会会期与我市旅
游旺季吻合及 2010 年中国水上运动会
在日照举办等有利条件，积极对接世博
旅游，进一步提高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
水平，积极推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打造特色品牌、提升旅游档次。

二、坚持把发挥优势打造特色旅游
品牌作为工作重点，着力打造“阳光度假
海岸、水上运动之都”。一是进一步丰富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拉长旅游
产业链，扩大供给总量，增加产品种类，

丰富产品层次。特别要结合在日照举办
2010 年中国水上运动会，深入挖掘水上
运动题材，加快开发一批特色鲜明、内容
丰富、品类多样的世博旅游产品和水上
运动旅游产品。二是抓住世博会休闲度
假需求旺盛的机会，以高端游客为主，大
力开发都市休闲产品、康体健身娱乐产
品、乡村旅游产品。三是深入发掘龙山文
化、莒文化、海洋文化、太阳文化、东夷文
化、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产，大力开发
黑陶、农民画等传统文化产品，进一步提
高旅游文化品位，打造文化旅游品牌。

三、坚持把扩大开放合作作为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对接世博旅游为
契机，国内重点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及大陆桥沿线等重要旅游板块的
合作，主动融入环渤海旅游经济圈。利用
国际会议、国际友好城市、重大旅游会展
等平台，加大开放力度，提升我市旅游业

国际化水平。支持鼓励旅游企业“走出
去”参与国际旅游合作与竞争，推动出境
游平稳发展。创新区域旅游合作手段，加
大与各沿海城市的旅游合作，积极开展
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的海上旅游合作。

四、坚持多措并举着力抓好旅游大
项目开发建设。当前，我市正全力打造阳
光海岸梦幻海滩项目，这是我市建设海
洋特色新兴城市的重要载体，已成为日
照旅游的亮点工程。在此基础上，积极
吸引大企业大集团和社会资金投资旅游
业，着力打造旅游精品项目和龙头项
目。加快完善日照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等
现有设施的旅游功能，打造水上嘉年
华。积极推进雒园、多岛海等旅游项目
建设。搞好五莲山、九仙山、浮来山、
刘家湾赶海园等景区的升级改造，进一
步丰富旅游内涵。

旅游产业是纳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国
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是当今社会发
展速度最快，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先
行产业。莱芜产业结构偏重，第三产业比
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力发展以航空
运动旅游和生态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
业，在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保民生方
面具有特殊意义。

莱芜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北
部山水组合特色鲜明。自 2006 年起，我
市开始在北部规划建设雪野旅游区，大
力发展以航空运动为品牌的新业态旅游
和生态旅游，目前建设了航空科技体育
公园、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一批重点
旅游重大项目，已发展起雪野湖、九龙
大峡谷、天上人家等十多处生态景区，
年接待游客 300 多万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继续把发展旅游

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战略，
全力做好特色旅游文章，打造“航空运
动之城”旅游品牌。

一是抓好重大项目，提升旅游发展
水平。以雪野旅游区建设为重点，加快推
进投资 100 多亿元的山东高速国际旅游
度假村、恒大集团雪野北岸新镇、国际游
艇俱乐部等重点项目建设，努力把雪野
打造成为集休闲度假、山水运动、会议疗
养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同时，以
莱芜战役纪念馆为依托，做好红色旅游
文章；以莱钢集团、汇源集团等现代企业
为依托，做好工业旅游文章；以正在筹建
的莱芜钢铁博物馆为依托，深入挖掘
3000 年冶炼文化，做好文化旅游文章。

二是抓好特色活动，丰富旅游内涵。
筹办好 9 月份第二届中国国际航空体育
节，举办好 2010 年亚洲大洋洲航模锦标
赛、全国滑水大奖赛、全国山地越野车大

赛、环雪野湖自行车赛等一系列赛事活
动，进一步打造我市“航空运动之城”的
城市名片。同时，统筹策划好茶业樱桃
节、黄庄桃花节、王石门槐花节、雪野开
渔节等节会活动，做到“周周有精彩、月
月有活动”。

三是抓好宣传营销，拓展旅游市场。
整合全市旅游资源，策划推出以“航空运
动之城”体验为主题的特色旅游线路，积
极争取纳入全省“观世博游山东”精品旅
游线路，扩大和提升“航空运动之城”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加强与淄博、滨
州、东营等市的区域合作，积极推进“旅
游一卡通”跨行业跨区域深入发展，共同
打造“山东逍遥游”品牌。深入开展城乡
互动游及山东人游莱芜等活动，不断推
出新的旅游产品和优惠措施，增强我市
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不断
把我市的旅游业发展提高到新的水平。

临沂作为山东南大门和连接北京、
上海的重要节点，不仅交通便利、区位
优势明显，而且以“绿色沂蒙、红色风
情、文韬武略、地质奇观”为主题的旅
游产品特色突出，与“长三角”旅游差
异性大、互补性强。特别是近几年在
“走进江浙沪、对接长三角”区域发展
战略的指引下，临沂与长三角地区建立
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撬动世博旅
游市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我们要借上海世博会
这一平台，以“观世博游山东”活动
为契机，强化措施，创新做法，充分
发挥旅游业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促
进作用，努力把临沂建设成为苏北鲁
南地区的首选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
地。

一是进一步形成旅游业大发展的浓
厚氛围。巩固旅游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

的地位，提升各级各部门的发展意识、
责任意识，积极创造加快旅游业发展的
良好政策环境。按照最佳旅游城市的标
准和要求，强化基础支撑，完善旅游配
套设施，提升“好客山东、亲情沂蒙”
品牌服务质量，努力推动临沂旅游业实
现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文旅商一体化发展。
发挥古朴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天动地的
红色文化、灵山秀水的生态文化、物流
天下的商贸文化等优势，按照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思路，通过
旅游大项目的实施，打造一批特色鲜
明、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景区、休闲度
假区，培育一批配套完善、吸引力强的
旅游强县、强镇和旅游特色村，形成一
批辐射范围广、影响力强的旅游精品线
路和旅游知名品牌，壮大一批有规模、
实力强的旅游骨干企业，打造以中心城

区为中心，文化、商贸、旅游互为一体
的旅游支撑体系，加快形成旅游发展新
格局。

三是创新旅游管理体制机制。积极
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顺应现代旅游
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实现由微观管理
向宏观管理、由分散管理向统筹管理、
由行政管理向行业服务的转变，逐步形
成一体化、规范化、高效化、优质化的
旅游行政管理体系。

四是大力加强宣传推介。围绕开展
好“观世博游山东”活动，精心设计一
批以文化旅游、美食旅游、生态旅游和
休闲旅游为重点的世博旅游产品，加强
与国内外重点旅行商、重点旅游城市的
务实合作，完善奖励激励机制，联合推
介、捆绑营销，不断提升临沂旅游产品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扩大临沂旅游市场
的辐射半径。

开展“观世博游山东”活动，是省
委、省政府着眼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
支柱产业、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转
方式调结构先行产业作出的重大决策。
德州市将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充分发挥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品牌效应，在做大做
强旅游业方面抢占一席之地。

抓规划，引领旅游发展。以建设区
域旅游强市为目标，完善规划、引领发
展。在定位上，致力建设文化体验城
市、休闲观光城市、会议会展城市；在
品牌上，突出打造齐鲁燕赵文化融合之
都、田园牧歌休闲胜地、北方会议会展
名城；在路径上，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增长极，向工业、农业渗透，与城市
建设、文化发展融合，实现旅游业科学
发展。到 2012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达到
60 亿元，进入全省中等以上发展水平。
2020 年旅游总收入突破 300 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 6% 左右。

抓项目，壮大旅游实力。突出地域特
色、文化底蕴、生态优势，用三年时间建
设 50 个旅游大项目，形成市县联动、项
目支撑的旅游开发格局。中心城区突出
中国太阳谷、中华京剧城、古运河等景点
的建设提升，打造省际旅游集散中心。县
域集中培育齐河极地海洋世界、齐晏古
城、齐晏温泉度假村、东盟现代生态旅游
项目、庆云海岛金山寺等项目。在庆云跻
身全省旅游强县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
县市及时跟进，做大成势。

抓载体，彰显旅游特色。围绕“到
山东观光旅游，从德州开始”、“打造
济南休闲后花园”等主题，抓好内涵宽
泛、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推出“中国
太阳城”低碳之旅，与即将召开的第四
届世界太阳城大会交相辉映，展示中国
太阳城、低碳中国贡献城市全新形象；
推出历史感悟之旅，让更多的人们踏访
禹王亭、碧霞祠、秦汉墓群、董子读书

台、苏禄国东王墓等历史古迹，感受燕
赵文化、三国文化、隋唐文化、汉文化、忠
孝文化、商埠文化、宗教文化魅力。推出
“德州扒鸡”美食之旅，形成展示民俗民
风、地域特色的旅游经典大餐；推出工业
体验之旅，依托皇明集团、扒鸡集团、古
贝春集团、禹城高新区等 4 处国家级工
业旅游示范点，让游客领略工业文明成
果。推出休闲生态之旅，做精禹西农业生
态观光园、世纪风农业创新园、唐枣生态
观光园等 7 处国家、省级农业旅游示范
点，让游客体验假日田园风光。

抓服务，完善旅游功能。以游客需
求为导向，坚持硬件、软件同步加强，
提升服务水平。加强服务设施建设，高
标准配置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要素，推进旅游服务一体化。发展旅
游电子商务，构建旅游信息平台，推进
旅游服务信息化。结合“全国旅游服务
质量提升年”，促进旅游服务标准化。

发挥侨务独特优势 服务山东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王琳

转方式、调结构，塑造齐文化旅游品牌
中共淄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慧晏

加快“五个速度” 推动枣庄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
中共枣庄市委书记 刘玉祥

抢抓历史机遇 全力打造黄河口国家级旅游品牌
中共东营市委书记 张秋波

抢抓机遇 积极作为 努力打造中国北方最佳休闲度假海岸
中共烟台市委书记 孙永春

抓住用好世博机遇 做精做特日照旅游
中共日照市委书记 杨军

突出特色 培育品牌 打造“航空运动之城”旅游新名片
中共莱芜市委书记 于建成

抢抓世博机遇 推动临沂旅游发展实现新跨越
中共临沂市委书记 连承敏

把握世博会机遇 做大做强旅游业
中共德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雷建国

滨州将以“观世博游山东”活动为
契机，立足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主战场
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品牌，全力打造黄河三角洲国家级生
态文化旅游示范区。

一、高起点编制旅游产业规划。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旅游业作为
带动三产、联动二产、拉动一产的“动
力产业”、“朝阳产业”、“低碳产
业”来抓，大力实施政府主导、突破发
展、转型升级、全面创新、品牌建设
“五大战略”，突出景区景点建设，坚
持项目支撑带动，高起点、大手笔编制
《滨州市旅游产业“十二五”规划》，
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
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二、精心打造旅游特色品牌。构建
以滨州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南部山岳风
光旅游区、西部孙子文化旅游区、西北
部生态果园采摘区、北部滨海湿地旅游

区为辐射的“一核四区”总体旅游格
局。一是生态旅游。着力提升鹤伴山国
家森林公园、贝壳堤岛国家自然保护
区、徒骇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景区档
次，深度开发碣石山、醴泉寺、麻大
湖、三河湖、黄河岛等景点。二是文化
旅游。做大做强黄河文化、孙子军事文
化、董永孝文化、范仲淹忧乐观文化产
业，深入挖掘惠民胡集书会、博兴吕剧
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好黄河
楼、龙华寺，经营好孙子兵法城、魏氏
庄园、范公祠、秦皇台、杜受田故居等
景点。三是红色旅游。做好渤海革命老
区纪念园、党政军机关旧址等景点的文
章。四是工农业旅游。充分发挥中国家
纺之都、中国糖都、中国厨都、中国冬
枣之乡、鸭梨之乡的优势，全面开发工
农业旅游项目。五是城市旅游。不断放
大“四环五海、生态滨州”品牌效应，
完善“四环五海”，建好“ 36 桥 7 2

湖”，提升滨州“古八景”，开发滨州
“新八景”。

三、切实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一方
面，着力提升现代旅游功能，积极构建
“游购娱吃住行一条龙”体系；一方
面，完善综合性配套政策措施，着力创
造“阳光、高效、安全、诚信”旅游业
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滨州观光
旅游，吸引更多的客商投资兴办旅游
业。

四、大力创新旅游营销方式。坚持
“市场开放、客源互送、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好客山
东”这一平台，以重点景区为依托，以
精品线路为纽带，大力推进跨地域、
跨行业、跨景区的旅游合作。紧密结
合庆祝撤地设市 10 周年系列活动，高
水平开展“观世博游山东看滨州”活
动，大力塑造和推广滨州旅游新形
象。

打造国家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
中共滨州市委书记 邓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