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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莱芜市雪野旅游区正式宣告成
立，从此，这片土地不再沉寂。2009年首届中
国(雪野)国际航空体育节在这里举办，赋予雪野
崭新的运动元素。2014年8月13日，全国清理和
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并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山东省保留
举办两项节庆活动，中国(雪野)国际航空体育节
榜上有名。各种航天器翱翔天际，与白云嬉
戏，色彩斑斓的游船徜徉其中，与湖面相映成
趣。在这你可以享受到水陆空三维立体游，可
以到湖边品尝美味的雪野鱼头，可以在大山里
享受有滋有味的“农家乐”，带走纯天然土特
产，为你带来别样的旅游体验。

水陆空三维立体游

咋玩都享受

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外人看只是一项体
育赛事，然而，雪野却以航空体育节为支点，
撬动了一个庞大的航空运动产业。

从2009年首届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举办
起，甚至尚在筹备时，莱芜就把目光聚焦在航
空产业这块大“蛋糕”上。“航空运动只是一种积
聚能量的形式，市委、市政府的最终目的是通
过航空运动的带动效应发展壮大莱芜的航空产
业。”市航筹办主任张辉的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

以通用航空飞机为例，目前世界上共有34
万架，其中美国23万架，我国只有1000多架。
可以说，随着低空领域政策的进一步放开，通
用航空发展前景广阔。按照国际飞行员、飞机
认可配置比例的测算规则来测算，中国仅在飞
行员培训这个板块上，每年就有可能撬动以亿
元计的大“蛋糕”。

经过几年的沉淀和积累，雪野的航空产业
今年集中提速：

全国唯一一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三
角翼在雪野走下生产线；

中国第一架民航适航的旋翼机4月23日在雪
野诞生；

第一批旋翼机教练员培训班6月份在雪野开
班。

航空产业，赋予了航空体育节更深厚的涵义。
以往在人们眼中，雪野是济南的“后花

园”，但是这样的评价，只是客观说明了雪野
有山有水，只能是一座花园，却并不能成为雪
野的绝对优势。现在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花
园，它还是一个航空产业园，航空产业链已初
步建成，借势航空产业园带来的旅游效应，这
几年正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的甜头。

航空节的举办，让雪野的名声不胫而走，
从而加快了雪野旅游的步伐。雪野湖周边一夜
之间变成了一片炙手可热的宝地。一时间，时
尚休闲、会议会展风生水起。

“济莱一体化”的推进，让雪野旅游区更
加坚定了全面实施旅游突破战略的决心。按照
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标准，快速推进一批
水、陆、空精品旅游项目。

雪野目前有山有水有飞机，成为极具特色
的“水陆空”立体化休闲度假胜地。2014年9
月，雪野被《求是》小康杂志社评为“2014中
国最美休闲胜地”。一批空中体验、山地运
动、会议会展、水上乐园、滑雪场、温泉公园
等设施相继投入使用，航空产业带给当地旅游
业的好处越来越明显。

针对当前由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变的发
展趋势，雪野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
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今年在核心区主干道安
装了旅游导示牌，新建了旅游公厕，建设了停
车场，游客接待中心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
使用。先后举办了“醉美雪野湖”——— 莱芜市
首届露营节暨篝火音乐晚会、天地遨游雪野同
乐会、“桃花源杯”2014中国·雪野首届自行车
环湖赛、齐长城徒步大赛、世界房车露营大
会、全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航空航天模型
比赛、雪野湖捕鱼节等30多项特色旅游活动。

水上旅游方面，以雪野湖为中心，发展水
上休闲旅游。雪野湖湖面13平方公里，是济南
50公里圈内最大的水面。目前，以雪野湖为中
心，旅游区在水上大力发展水上休闲、游艇、
沙滩、漂流、垂钓等旅游项目。现已建成高标
准水上码头6处，拥有各类游艇26艘；建设淡水
沙滩浴场2处，总面积30万平方米；拥有水上牵
引伞、水上自行车等游乐项目。先后举办了中
美滑水明星对抗赛、2013全国OP帆船冠军赛、
全国青少年帆板锦标赛、全国大帆船邀请赛等
水上比赛活动30多项。雪野湖已发展成为广大
游客的“水上乐园”。

陆地旅游方面，以良好生态为依托，发展
陆上休闲旅游。目前，雪野旅游区对外开放景
区近20处，有国家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3
处、 2 A 级景区 1处。其中，中华生态第一
村——— 房干景区，汇山、水、林、泉、潭、
瀑、峡、洞、石等自然景观于一处，开发了九
龙大峡谷、金泰山、石云山、生态农业园、梦
幻情人谷等五大景区、100多处旅游景点，被国
际环保专家誉为“绿色天堂”；国家4A级景区
农博园，建有生姜园、热带植物园、热带水果
园、蔬菜园、花卉园五大园区和生态园林式度
假酒店，是全国生姜种质资源基地、省级农业
示范点。

依托这些良好的生态环境，旅游区在陆地
上大力发展山地运动、户外运动、生态观光、
深度旅游等项目。目前，已先后举办了全国汽
车场地越野赛、第80届世界房车露营大会走进
雪野、环湖马拉松、登顶马鞍山、环湖自行车
赛等40多项赛事。雪野湖畔已然成为户外运动
爱好者的热土。

儿童欢乐中心、文化养老基地、英伦风情
小镇、滑雪场、桃花园温泉度假村等项目也先
后展开。全省规模最大、滑道最全的雪野滑雪
场、嬉雪园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儿童欢乐中

心主体完成，明年6月份投入试运营。
空中旅游方面，以航空运动为龙头，发展

空中休闲旅游。目前，已先后举办了三届中国
国际航空体育节、两届国际航空运动器材装备
展和一届全国航空运动会，还举办了全国动力
伞优秀选手赛、全国跳伞冠军赛、国际特技飞
行大师挑战赛、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全
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等各类航空赛事
30多项。

热气球观光、空中拖伞项目已投入运营，
航空运动俱乐部、飞行教育培训等项目已经启
动。中德轻型飞机驾驶员培训项目是国内首
家、也是当前国内唯一一家旋翼机培训机构，
第一期国内首批自转旋翼机驾驶员执照培训已
顺利结业。

今年11月6日，雪野通用航空机场由B类直
升机运营许可证升级为A类固定翼飞机运营许
可证，现已正式得到批复，这些优势和条件为
雪野加快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200公里雪野绿道

咋走都方便

绿道的概念来源于欧美国家，但在雪野就
有这样一条修建在崇山峻岭中的路。沿莱明路
在悬羊吊鼓山折向西行，便是一条新开凿在半
山腰的进山路，蜿蜒在大山深处。一路前行，
侧耳倾听松涛阵阵，山下雪湖美景尽收眼底，
山上生态走廊此起彼伏，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雪野按照“湖陆统筹、纵深发
展”的理念，把山区道路建设与旅游、防火、
产业结构调整、群众生产生活等统筹考虑，规
划建设总长200公里的雪野绿道，串连金泥湾、
小三峡、齐长城等10多个景点，涉及35个村、
3 . 8万口人，总投资1 . 3亿元。目前，已累计投资
8600多万元，建成120公里，涉及23个村、2 . 4万
人，使核心区范围由原来2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
100多平方公里。

在雪野人眼里，雪野绿道并非一条简单的
路，而是一条绕山、环湖的绿色景观走廊，一
个撬动雪野大旅游新格局的杠杆，一座为农村
群众搭起的致富增收桥梁。

初冬时节，雪野山区的风强劲凛冽，雪野
旅游区蜂窝村的村民正忙碌在柴胡地里。雪野
绿道不仅为这个祖祖辈辈封闭在山里的小山村
打开了发展之门，更带动了这个村的产业调
整。蜂窝村是一个拥有213口人的小山村，交通
闭塞导致经济落后，有时去责任田种地步行得
走1个小时，有些山果因为运不出村而白白浪
费，许多责任田成了荒地。今年雪野绿道修通
后，引进了柴胡种植，原来许多荒芜的山岭薄地
又焕发了青春，仅此一项每年可增收几十万元。

“大伙就盼着能早一点走出大山。”回忆

起当时修路的情景，蜂窝村党支部书记王爱进
有说不完的话，“启动绿道项目后，几户需要
拆迁的村民主动放弃补偿，主动拆迁，很多村
民不要工钱建路基，大伙盼这条路太久了。”
目前，村里正在着手组织发展农家乐、采摘
园，以绿道为依托，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在这
里变成现实，蜂窝村老百姓的致富门路由此变
得宽广。

绿道的建成，将雪野旅游区的景点由“一
水”(雪野湖)扩展成“一山一水”。当前，它的
串连作用已经显现。沿着绿道一路穿行，酉
坡、富家庄、大罗圈、马头崖等几个观光农业
片区尽收眼底。不仅如此，雪野绿道上还有植
被覆盖率高达95%，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的小
三峡景区；有被国际环保专家誉为“绿色天
堂”、“山区明珠”、“中华生态第一村”的
房干风景区；有比秦长城还早400年的齐长城。
另外，悬羊吊鼓山、金泥湾、锦阳关等景区也
在这条绿色走廊线上。

“沿着这条绿道，我们还准备规划建设高
效经济林示范区、休闲驿站、露营俱乐部、农
家乐等配套设施，同时建设防火隔离带、防火
水池等，实现陆湖统筹开发。”管委会副主任
赵亮充满自信地说。

绿道建设过程中，雪野旅游区在利用好涉
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参与绿道建设，节省了大量资金。有的村把
青苗补偿、拆迁补偿先记账，待村里有钱再
还；有的村民甚至主动放弃补偿资金。雪野镇
酉坡村党支部书记王会宝从自家企业拿出200多
万元垫支，有的村干部将孩子结婚准备买车的
钱也拿出来，先用在工程上。

初步估算，雪野绿道每公里的成本价在60
万元左右，全部投资约需1 . 3亿元。“这么大的
投资，光靠财政资金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发挥
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引导工
商资本和社会资金向绿道周边集聚。”雪野旅
游区党工委书记魏凯忠说。

目前，雪野旅游区已经同十几家有实力的企
业洽谈旅游设施开发事项，6家有实力的企业已
经进驻投资，带动5000万元工商资本跟进投入。

生态雪野

美食特产转起来

凡是来雪野的游客，总想尝尝这里的鱼
头。湖上人家、运财大酒店、邢府宫、孔家酒
楼等，每到周末就人满为患。“到雪野，吃鱼
头，喝鱼汤”，已经成为游人的美食诱惑。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在雪野湖这
片辽阔的水域上，到处都是成排的砂船、密布
的网箱、腥臭的湖水。

雪野旅游区自筹建以来，针对环境方面的

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着力进行水质改善，并对
水库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通过几年的不
懈努力，雪野湖水质由原来的五类达到现在的
二类标准，完全满足了作为城市备用水源地的
水质要求。

说起莱芜雪野近年的变化，每个在雪野生
活的居民都有不少想说的话：“上万个网箱和
满湖的腥臭没有了，现在舀一瓢水就可以
喝”；“雪野湖畔周边的山上修起了生态绿
道，道路修好了但树木并没有减少，反而愈加
郁郁葱葱”；“村民不用跑到外地打工了，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

山还是那片山，水还是那一方水。如今再
到雪野，农业科技示范园、航空俱乐部、文昌
文化园早已建成纳客，旅游黄金季节游人如
织；软件园、航空器材装备展览馆……一个个
配套的三产项目建设正在完善。对此，过往游
客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随着开发建设的不
断推进，项目投入使用后产生的大量污水，是
否会对雪野湖造成新的污染？

雪野旅游区建设之初，就已经规划好了方案。
雪野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坐落于雪野湖上

游，旅游旺季时，这里日接待游客上千人。然
而，所有来到此地的游客会惊奇地发现，这里
除了静静流淌的清澈溪水外，很难再觅污水的
踪迹。这么多人在这里消费，产生的生活污水
都去了哪里？

在农科园西南侧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一个
钢结构建筑物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
处污水处理站。农科园每天产生的污水都被输
送到这里，进行集中处理。

原来，生活污水通过地下密布的管网输送
到这里，经过生物菌降解处理等一系列程序
后，清澈的中水被排放到屋外的池子里，然后
用于园内灌溉。

“每一个项目都必须配建一个一体化的污
水处理站，这是新上项目的硬件。”雪野旅游
区建设环保局副局长李连军说。

即便如此，为保障雪野湖水质，旅游区还
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处理后产生的污水严
禁直接排入雪野湖内。“正在建设的几个项
目，必须在主体工程结束前完成污水处理站的
建设，否则，雪野旅游区这道关就无法通过。
即使是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产生的中水，也
不能排到雪野湖一点一滴。我们已经建成了环
湖65公里的污水管网。”李连军补充道。

为打造生态雪野名片，旅游区自成立以
来，植树造绿4 . 5万亩，同时狠抓了环保设施建
设，杜绝固体污染物排放。

雪野镇原为贫穷、落后的山区乡镇，基础
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农村、土(小)企业等产生的
垃圾基本上是零处理。

旅游区成立后，投入200多万元，建设了乡
镇第一处高标准的垃圾压缩中转站，已于2009

年投入运营，为各村购置了标准垃圾桶，配备
三辆垃圾车，成立了垃圾运管所，聘用保洁员
100多人，制定了严格的环卫管理制度。另外，
管委会还与各项目单位签订了垃圾运管协议。
经过近几年的运转，基本杜绝了垃圾污染。在
浩淼的湖面上，很难见到塑料袋等固体垃圾。

放眼雪野旅游区，难寻一处冒烟企业。打
造“蓝天工程”，旅游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雪野旅游区是莱芜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绿色
名片，雪野湖是旅游区乃至全市的生命之湖。
为让雪野的天变得更蓝，水变得更清，旅游区
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建设，所有不利于生
态环保的工作不做，所有不利于生态环保的项
目不上，着力打造了“生态雪野、休闲天堂”。

如今，游客来到雪野，不仅可以尝到美味
的鱼头，还可以买到雪野的许多优质特产。胡
多罗村的野生活蝎子、吕祖泉村的无公害韭
菜、西下游村兰妹牌手工煎饼、安子湾村的生
姜、胡多罗村柴鸡蛋等特产经常被游客带回
去。

雪野作为融入省会都市圈的前沿阵地，在
全市转调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实现雪野科学跨越的重要资本。雪野旅游区
牢固树立环保优先理念，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使生态的红利最大化，促进雪野科学发
展、绿色崛起。

情系民生

让群众尽快富起来

从雪野湖向西北方向望去，在绿树怀抱的
山腰间的黄金地带，一片红色为主体的建筑显
得格外耀眼，给雪野旅游区增添了一抹少有的
红色，紧挨着这些建筑的是一片塔吊林。你可
能猜想这里是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其实你猜
错了，这里是雪野中心学校所在地，已经建好
的红色建筑是雪野中心小学，塔吊林是在建的
雪野中心中学。

近年来，雪野旅游区在发展旅游业的同
时，从不忘记改善民生。2012年，旅游区统一
规划雪野教育布局，计划投资近2亿元建设教育
园区，让雪野教育得到质的飞跃。雪野教育园
区南临北岸新社区，规划占地260亩，包括雪野
中心幼儿园、雪野中心小学、雪野中心中学和
教师公寓，其中中心中学计划占地151亩、中心
小学计划占地78亩，全部按照省级规范学校标
准规划和建设。在建的雪野中心中学将把目前
雪野镇三所中学整合成一所，建成后可容纳
3000名学生，预计2015年完工。中心小学、中心
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今年，雪野旅游区还实
现了校车村村通，政府每人每天补贴6元，让学
生坐上安全的“大鼻子”校车。

不只是教育方面，近年来，雪野旅游区在
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把改善居民居住环
境，提高居民收入，与旅游业一起谋划，一起
发展。全区民生支出占区财政收入的60%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以上。

毛家林村是离湖较远的一个偏僻小山村，
走进毛家林村委大院，有一辆满载货物的卡
车，吸引了笔者的眼球。经人介绍才知道，这
是一车丹参，是济南三源药业有限公司通过流
转村里的土地种植的。

外地企业跑到雪野的山沟里种药材，在雪野
已经不是新鲜事。近年来，雪野的交通越来越便
利，很多像济南三源药业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相
中了雪野这块未开发的净土，前来投资开发，或
种药或开发旅游，每一项都让老百姓受益。

“现在路通了，企业也来了，我们这个山
村的生活方式也跟着改变了。”毛家林村70岁
的老汉毛维生告诉笔者，他给药材基地打短
工，每天可以有50元的收入，加上流转土地的
收入，他家每年可增收3000多元。

目前，三源公司已经在毛家林村流转土地百
余亩，并计划明年增加投入，最终将把毛家林和
周围两个村打造成为雪野的“药王谷”，届时不但
村民增收不成问题，而且生态也更加改善。

离开毛家林村笔者又来到大罗圈村，立即
被这里优美的风景所吸引。虽然已入冬，但是
这里松柏苍翠，果树成行，在寒风的吹拂下有
一种坚韧美。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闭塞的小
山村，自从和泰钢集团达成合作协议，这里发
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目前，全村共流转土地
400余亩，种植花生66亩，栽植核桃树、樱桃树
共计两万余棵，新修宽7米的道路4000余米。农
民通过土地流转和为企业打工，每年可增收
4000多元，一个集休闲养生、旅游采摘为一体
的“花果山”初见规模。

目前，雪野规划建设的一大批生态休闲、
农业观光、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项目纷纷落
地，一产变三产，三产促发展的良好势头正在
雪野大地开花结果。

“发展旅游的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让
群众受益，雪野无论怎样发展都是让老百姓能
从中获得更多实惠。”从雪野旅游区党工委书
记魏凯忠的话语里我们体会到了雪野人的自信
与执着。

释放魅力 玩转雪野
——— 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全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在层峦叠嶂鲁中山区，有一片湛蓝色的湖面，深藏在莱芜北部山区600平方公里蓊郁葱葱的山林中。以往，待字闺中，如
今，沐浴出嫁。她的名字叫“雪野”，一个与航空运动结缘的地方，一幅“雪舞原野，领舞飞翔”的唯美画面。汶水源源头，这片
原生态山水资源在历史的铿锵足音里，鲜活灵动。在冲击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跑道上，身形矫健。美丽与生俱来，魅力力势不可
挡。今天就掀起她的“盖头”，带你玩转雪野，窥其魅力。

雪野全国帆船锦标赛 雪野环湖公园

雪野中心学校雪野滑雪场

雪野风光(俱乐部)

雪野名片
○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永久举办地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中国特色旅游新干线试点镇
○中国最美休闲胜地
○山东省省级旅游度假区
○省级重点服务业园区
○省级综合改革试验区
○省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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