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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有
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
统，有着丰富的山水资源和独特的
地质地貌。今年，临沂市坚持以文
促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依托旅游的产业化、市
场化手段，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类
型和供给方式，在富口袋的同时，
也要富脑袋、丰内涵。

乡村游蹚出致富路

沿兰陵县苍山街道北行3公里
左右，来到一个名为“压油沟”的
村子。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村里有古朴
气息浓厚的石头板房，树木遮天蔽
日，沟内溪流淙淙，一幅天然的山
水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观光
休闲和度假。

却不曾想，这个热闹繁华的地
方几年前还是省定扶贫重点村，是
当地有名的贫困村、落后村。为了
致富，村里先后建过工厂、开过矿
山，由于位居深山，这些都没有成
功。2015年底，当地民营企业兰陵
城投开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积极响
应精准扶贫的号召，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压油
沟村重新定位，找准了发展方向，
探索出一条乡村旅游扶贫的特色之
路，把“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变成卖点，实现了产区
变景区、田园变乐园、产品变商
品、民房变客房（民宿）的转变。
压油沟村的蜕变，也是兰陵县实施
旅游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兰陵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
力实施“旅游+扶贫”战略，将乡
村旅游发展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
合，坚持政府引导、科学规划、市
场运作、农民主体和社会参与的原
则，为贫困人口创业、就业、增收
搭建平台，探索出了产业扶贫与乡
村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兰陵县立足旅游扶贫现实需
要，组织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和旅游
扶贫摸底调查，确定了13个具有发
展乡村旅游条件的贫困村作为旅游
扶贫工程的实施对象，将压油沟村
申报为国家旅游扶贫试点村，将北
坞丘村纳入省级重点旅游扶贫村。
全县形成了以兰陵国家农业公园、
压油沟旅游扶贫项目为龙头，以宝
山、邓王山、果蔬小镇、环会宝湖

为辐射的乡村旅游扶贫集群。
根据产业规划布局，兰陵县紧

抓项目建设“牛鼻子”，立足村庄
生态资源优势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情况，因地施策，引导鼓励企业家
投身旅游扶贫产业发展，兴建旅游
扶贫项目。全县旅游扶贫项目累计
投资超过35亿元，统筹使用扶贫资
金1800余万元，掀起了全县旅游扶
贫产业发展的热潮。

当地政府在完善旅游基础、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上下功夫，积极帮
助争取上级政策扶持，及时研究、
协调解决旅游开发中遇到的重点难
点问题。旅游扶贫项目以企业为管
理运营主体，同时牢牢把握贫困户
增收这一根本环节，通过“公司+农
户”等方式，让村民获得劳务、租金、
股金等收入，在项目建设、管理运
营、保安保洁上优先安排当地农民
就业。通过实施旅游扶贫，先后带动
875户1673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不仅实现
了群众脱贫致富与乡村旅游发展的
共赢，还有效拉动了全县旅游产业
的发展。2018年，全县累计接待游
客608 . 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8 . 3亿元。“坚持‘政府主导、企
业运作、农民参与’的旅游扶贫发
展模式，是兰陵探索出的脱贫攻坚
和产业致富的新路子。”临沂市委
常委、兰陵县委书记任刚说。

四塞之崮到全景崮乡

提起临沂旅游，岱崮地貌肯定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沂境内
共有大小崮百余座，素以沂蒙72崮
著称，“岱崮地貌”被誉为中国第
五大造型地貌。

蒙阴风光秀丽、一步一景，古
木古迹历史悠久，有汉代故城、山
寨、寨堡等历史遗迹；有龙须崮暴
动、南北岱崮保卫战、大崮保卫战
等革命遗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崮乡”文化。

2013年，山东东蒙企业集团响应
蒙阴县委、县政府突破岱崮战略和

“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
勇挑重担，主动承担起发展岱崮旅
游的重任。通过几年持续不断地用
力，对岱崮地貌实施保护性开发，把
自然地质奇观、红色旅游、“三线”历
史内涵等多种文化融入旅游产品和
旅游服务，实现了一年大变样、三年

创4A、五年见效益的目标。
开发建设中，岱崮地貌景区按

照“高点定位、循序开发、景村共
建”的发展思路，对每一项工程都
反复论证，反复研究，高标准进行
规划建设。对景村共建，从农副特
产、乡村环境治理、旅游精准扶贫
三个方面用力：注册了“崮乡老
农”“岱崮红山羊”“岱崮红公
鸡”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当地特产商
标品牌，与景区内农户开展订单种
植养殖；在驻地和周边村居，大力
发展农家乐，建设采摘养生基地；
在交通、水利、村居面貌、配套设
施建设等方面，景区与村居统一规
划、科学布局、统筹发展，结合各
村区位及特色，升级村落功能及风
格，既美化环境，又“一村一景”，保
留原生态乡村的固有美感，达到“村
居是景点、景点融村居”的效果。此
外，景区还与笊篱坪、公家庄、十字
涧等5个村居73个贫困户结对帮扶，
通过安排就业，提供农资种苗、土地
参股、爱心捐助、农家乐、采摘园
等方式，助力脱贫攻坚。

独特的地质地貌，使得临沂旅
游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群崮
之下，暗藏地下溶洞群，其规模之
大，沉积物种类之全、数量之多，
在江北实属罕见。临沂还是亚洲唯
一的金伯利原生矿藏地，“常林钻
石”闻名世界，是著名的“钻石之
都”。沂蒙奇石集“瘦、漏、透、皱”于
一体，被称为“北太湖石”，是中国园
林奇石的一朵奇葩。沂蒙大地还蕴
藏着大量远古恐龙足迹化石和陨石
等，拥有多条地震大裂谷。

沂水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
县，与周边市县相较旅游资源并不
占优势，面对发展旅游“一穷二
白”的家底，时任决策者们将旅游
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来
抓，通过定位“地质奇观、山水风
光、沂蒙风情、红色之旅”四大板
块，确立了“区域整合、优势互
补、共塑品牌”的集群式发展。从
寂寂无闻到山东旅业新支点，被业
界誉为“沂水现象”定格在中国旅
游跨千年的大时代刻度尺上。

2000年，是沂水旅游业发展的
起点。沂蒙七十二崮、沂蒙山根据
地 、 地下大峡谷 、 江 北 第 一 溶
洞——— “天然地下画廊”、雪山彩
虹谷等一大批优质景区相继开发出
来，成为沂蒙山旅游的核心区。

做好“文化+”文章

在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简易的
后台内，几个化完妆的老姐妹又凑
在一起，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再熟练
熟练刚刚排好的原创曲艺节目《姐
妹拉幸福》。自搭的舞台上，她们的
演出生动活泼、极具戏剧效果，唱腔
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台下的百姓看
得津津有味，还不停地相互议论：

“哎，你别说，这老王家里的唱得还
挺专业”“哎呀，还是俺婆婆演得
好”，边评论边不时地跟着唱一段。
这样的场景在临沭县经常上演。

自2013年起，临沭县着力打造
了“激情四季·唱响临沭”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使之成为具有导向性、示
范性、大众性的品牌文化活动。“一
村一年一场戏”免费送戏工程按照

“政府补贴、市场运作、院团演出、农
民受惠”的总体思路，各级各类文艺
单位深入乡间地头和群众中间，给
老百姓奉献了精神食粮。

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位于
沂蒙山革命根据地腹地，因地处群
山深处，发展滞后，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作为沂蒙革命老区的根据
地中心，常山庄村有着丰富的革命
史迹，红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2017年，在沂南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下，常山庄村立足红色旅游
资源基础和沂蒙红色影视拍摄基地
资源，探索了“一区带四员”的红
色旅游扶贫新模式，即土地入股当
社员、景区务工当职员、穿上戏服
当演员、售卖产品当店员。村民们
还在景区摆起6 0多处商品售卖摊
位，开了20多家商店和网店，自家
生产的蔬菜、瓜果就地转化成旅游
消费品，附加值增加好几倍。沂蒙
大煎饼、大碗茶、草编等百姓家中
寻常物品，都成了游客竞相购买的
旅游商品。

现如今，常山庄村依托丰富的
红色资源，建成沂蒙精神体验地，
附近村民通过开办农家乐、务工、
当群众演员等方式实现增收，每天
人均收入过百元，实现了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村里还投资8000多万元
建起了高标准社区，让村民免费住
进了宽敞明亮的二层楼房。

常山庄村是临沂发展红色旅游
带动群众脱贫众多成功的案例之
一。作为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临沂将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相
结合，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孟良崮
等红色旅游景区周围群众做起“旅
游生意”，通过开办农家乐、采摘
园、旅游购物店等，拓宽了致富路
子，走出了一条具有沂蒙特色的红
色旅游发展路子。

在临沭县，杞柳栽培与加工历
史悠久。早在唐朝贞观年间，以柳
命名的临沭县柳庄村村民，就以传
统手工艺将沭河岸边的“杞柳”编
织成箱、囤、斗、升、箢子、簸箕
等生产、生活用品，其产品具有经
济环保、艺术观赏等特点，深受群
众喜爱。

临沭柳编经过千年的积淀、60

年的产业化、十多年的集群化和近
几年的创新化发展，持续融合了资
源、人文、历史、艺术、创新等特色，
逐步形成了集种植、加工、出口为一
体，具有高度原料指向型、工艺创造
型、手艺引领型、劳动密集型、市场
创新型、需求导向型、出口外贸型的
产业体系，围绕新旧动能转换，找准
了转型升级的前行之路。

2018年，全市柳编制品按人民
币计算实现出口24 . 8亿元，临沭县
柳编制品实现出口13 . 6亿元，同比
增长5 . 34%，占全市柳编制品出口的
54 . 8%，临沭柳编的区域集中度全市
最高。

近年来，临沂着力实施文化资
源开发和乡村文化旅游示范等工
程，做强了文化产业，让以红色文
化为主的丰富文化资源，不仅为沂
蒙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还成
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沂蒙小棉袄、临沭柳编、郯城中
国结、费县刺绣……临沂叫响了一
个个文化产业品牌，并通过打造
“淘宝村”“非遗+电商”等成功
经验，推动文化产业开发，使每个
乡镇至少培植和扶持了1个以上的
文化创意产品。以红色文化为魂，
临沂开展乡村文化旅游示范工程，
出台了《临沂市红色旅游总体规
划》，打造一批历史文化名村、传
统村落和自然生态良好的村落，融
入全域旅游，打造集观光、体验、
餐饮、民宿、加工、土特产销售等
于一体的文旅特色小镇，带动乡村
文化振兴。同时，让文化元素融入
公共设施、民居布局、内外装饰等
各个细节中，建设具有临沂特色的
美丽乡村。

(上接A1版)

临沂市以“两新培育”为重点
推动人才振兴，培养、吸引了很多
像牛庆花这样的新农人。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兰陵县“四雁”工程经
验做法，实施鼓励人才留乡、能人
回乡、大学生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
划，推进浙大临沂现代农业研究院
建设，2018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 . 9

万人。同时，深入实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四个100”示范工程，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70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分
别达到20941家、8395家。

8 0后张晓岑就是一名年轻的
“归雁”，如今她是临沭县绿珍食
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07

年大学毕业后，张晓岑曾做过5年
财务工作，之后跟随丈夫一起从事
食用菌技术工作。积累了足够的经
验后，夫妻二人放弃了在别人眼中
的高薪工作，回乡创业。

“现在80后从事农业生产的越
来越少，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
轻人更是不愿意到农村，到基层去
从事初级的农业生产，但我认为农
业将是一个充满前景的行业。”张
晓岑说，用了两年时间，合作社就

成为临沭县规模最大的食用菌生产
基地，日产2吨鲜菇，年产值达500

多万元。
为了适宜日新月异的消费需

求，张晓岑还开辟出网销这一渠
道。在网上销售各种适合家庭种植
的蘑菇菌包，充分满足了消费者个
性化的需求，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
迅速提高，当年10月一跃升至全网
销售第一。张晓岑去了很多地方学
习电商知识，不断在活动策划、产
品包装等方面进行完善，通过一年
的发展，网店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
万元。

在临沭县曹庄镇政府倡议下，
张晓岑参与到对当地贫困户的帮扶
工作中。除了招收贫困户到合作社
里打工，张晓岑还手把手教他们用
电商的渠道，将地瓜、花生、生姜等
特色农产品和柳编制品销售出去。

精神代代相传

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有这样一个
红色习俗——— 大年初一第一碗饺子
敬先烈。作为“钢八连”战斗过的
地方，朱村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沂蒙精神在这个小村庄以独特
的方式代代传承。

朱村建造了八路军老四团钢八
连纪念馆、朱村民俗展馆、历史文
化陈列室，并对烈士墓、纪念碑进
行了改造整合；投资41万元建设临
沭县支前文化展馆、档案展览馆和
朱村荣誉展览馆，均向游客开放；
还配套建成了朱村游客中心，将红
色文化与旅游相融合。

朱村内传统建筑占村庄建筑面
积的36%，是不可多得的生态山水
古村落。其中，清代民居古建筑还
保存有百余间，朱村将对古村落进
行“一街一巷一园七户”的复建，
投资60万元对50间明清古民居进行
了保护性修缮。村内的古老建筑群
为旅游增加了别样特色，也为传承
历史文化遗迹做出贡献。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临沂市以乡风文明为突破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充分利用革命战争
年代的指挥部旧址、战斗遗址、堡
垒村庄等红色资源，打造了孟良崮
战役纪念地、马牧池乡红色教育基
地等教育场馆，发展3A级以上红色
旅游景区15家。临沂被列入全国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是全国8个红

色旅游重点城市之一。同时，深入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
全市推广使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点单平台，已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7个，实践分中心118个，
实践站547个。

沂蒙精神在临沂焕发新活力，
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
践，代村、厉家寨、九间棚、后峪
子，这些生动的案例都映照着沂蒙
人敢闯敢试的传统。如今的沂蒙大
地，一批批新时代的沂蒙人谱写着
乡村振兴的篇章。

兰陵县卞庄街道泇右村党支部
书记张霞的驻村日记上这样写道：
“2019年1月1日，我踏上了卞庄街
道这片离我本就不远的土地，正式
开启我的驻村之路。到村报到，心
里有忐忑，有雄心，更有欲望想在
这片土地上有所收获。”

2018年12月3日，兰陵县委组织
部印发了《兰陵县公开选拔部分村
党支部书记简章》，面向县直机关、
乡镇、街道、开发区在职在编干部，
公开选拔18名村党支部书记。

18个村是兰陵县18个乡镇中较
为薄弱的村庄，临沂市委常委、兰
陵县委书记任刚将这18名机关干部

称为“18勇士”。作为其中为数不多
的女性，张霞之前任职兰陵县向城
镇房建办主任。“趁着年轻，想看看
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说起报名村
党支部书记的缘由，张霞这样说。

“18勇士”是临沂市乡村组织
振兴的一个缩影，为了提升基层党
支部战斗力，临沂市扎实开展“头
雁”引领行动，实施乡村振兴“双
百培育工程”，遴选“王传喜式”
好支书107名、“代村式”好支部85

个，选派1880名第一书记到892个村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印发《开展村
党组织书记选配改革试点激励优秀
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
全面开展村党组织书记选配改革试
点，目前已确定试点村385个，新选
配村党组织带头人143名。

同时启动的还有“干部下基
层”工作，计划从市县选派约800名
干部到50个乡镇、270个村服务，集
中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成立全
市集体经济薄弱村“清零攻坚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清产
核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
特色产业等综合措施，力争2020年
所有村庄村集体收入都达到5万元
以上。

文旅融合的临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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