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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齐

河召开的全省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

现场会上，“文

化”无疑成了最

热的词汇，有着悠久历史的老煤城和文化旅游项目沾

上了边，起步较晚的齐河县搭着旅游发展的快速列

车，争取打造着多文化的“济南后花园”。于是，一

大批与文化相关的旅游项目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19日下午，从济南乘车开始

了去兖州考察旅游重点项目的行

程。印象中，兖州就是一座因煤

而兴的小城，由于长期对煤炭资

源的依赖，兖州产业结构性矛盾

比较突出，而且环境保护和节能

减排的压力都比较大，怎么还搞

起了旅游呢？旅游资源都有哪

些？游客会不会对兖州旅游“感

冒”？考察之前，一连串疑问从

脑海中蹦了出来。

“兖州历史悠久，九州、大

禹、李杜等多元文化荟萃，发展

文化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特别是2008年兴隆塔地宫出

土了一批国家级文物，引起海内

外广泛关注，为兖州加快文化旅

游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兖州市委书记田志锋介绍说，文

化旅游业是转型发展的动力，是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效

解决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增加

广大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收入的

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市民文化道

德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有效路

径。

“要想推动兖州由传统产业

为主的资源性城市向新兴产业为

主的生态宜居城市跨越，必须创

新发展理念，把文化旅游业作为

战略支点，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兖

州‘有文化无市场’的局面，努

力在深入挖掘和释放文化旅游资

源上下功夫，在集中打造高品质

龙头项目上求突破，突出特色、

打响品牌，带动兖州产业升级和

城市转型。”据了解，兖州市在

深入研究、广泛论证的基础上，

启动了总投资30亿元的高标准大

型文化旅游景区——— 兴隆文化

园，一举改变了过去兖州文化旅

游业缺乏龙头带动和资源整合的

被动局面。

在兴隆文化园的设计方案

中，“一园三区”的设计思路很

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西区依托兴

隆古塔，建设以文物展示为主、

贯穿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共建筑群

和闹市中的清凉地；东区位于泗

河之畔，穿插生态、水景、园

林、建筑和文化景观五大元素，

建设大型文化演艺区、体验区和

现代游乐区；南区对采煤塌陷地

水面实施生态治理和开发，建设

艺术村和度假村，打造国内外独

具特色的湿地体验中心。同时，

沿泗河规划建设2平方公里的文

化产业园，形成以兴隆文化园为

龙头，创意设计、影视演艺、工

艺美术、信息服务等新兴文化业

态互促并进、融合发展的文化旅

游产业链。

总投资3 0亿元的兴隆文化

园，一期工程东西区于去年5月

份同时开工建设。目前，各项单

体建筑已陆续封顶，预计2012年

底可全部建成，2013年上半年正

式投入运营。

“我们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

间，把兴隆文化园建成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实现年接待游客200

万人次，新增就业3万人，旅游总

收入15亿元，把兖州推向全国，建

成全省文化产业的新高地和全国

知名的文化旅游城市。”兖州市旅

游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齐河县是世界上距离济南

最近的县城，这个地位是不可替

代的。”20日晚，齐河县委宣传

部一位工作人员调侃地介绍着这

座县城。跨过黄河就是省城济南

的区位优势，一直让齐河的老百

姓有种先天的自豪感。

即便如此，相对于济南泉城

的名气，齐河的旅游却没有非

常亮眼的地方。近年来，齐河

县逐渐认识到旅游对一个城市

的重要性，开始把旅游业作为

战 略 性 支 柱 产 业 来 抓 。 据 了

解，全县正在实施的重点旅游

项目共有1 1个，总投资达到了

460亿元。其中过百亿的项目有

3个，分别是投资1 5 0亿元的东

盟现代生态旅游城、投资118亿

元的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大观园

和投资100亿元的晏子湖旅游休

闲度假区。黄河生态文化旅游

大观园投资1 0亿元的泉城海洋

极地世界已经建成开放，投资

1 0亿元的齐晏水上世界、投资

16亿元的齐晏欢乐世界和投资22

亿元的超五星温泉度假村已经开

工建设，投资60亿元、体现中华

文化的齐鲁文化大观园将于明年

开工建设。

“黄河生态城自去年开发建

设以来，每天都有上万台机械设

备、两万多人奋战在工程一线，

到处都是车水马龙、热火朝天的

景象。”齐河县委宣传部工作人

员介绍说。

如今，齐河的旅游已经初

具规模，泉城海洋极地世界7月

2 8日开业以来，日均接待游客

1 . 5万人。按照才利民副省长提

出的建设“德州次中心、济南

后花园”的要求，齐河县明确

提出了建设“生态绿都、休闲

乐园、文化胜地、度假天堂”

的目标。

在齐河县的旅游规划中，当

地旅游主打的也是文化牌，其

中，作为齐河县的重点项目，黄

河国际生态城在项目选择上重点

突出了生态、文化、休闲、体验

和时尚五大特色，而文化特色又

是重中之重。黄河国际生态城将

以园林建筑融汇多元文化，以现

代科技再现古典文明，使齐鲁文

化、海洋文化、黄河文化、宗教

文化和异域文化等文化基因深深

根植于各类旅游载体。

“我们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

间，将黄河国际生态城打造成以

文化旅游为主题、生态休闲为特

色、现代产业为支撑，依托省

会、面向全国、宜居宜游、独具

魅力的生态文化新城。”齐河县

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在第四次全省重点旅游项目

建设现场会召开之际，与会人员

对兖州和齐河的旅游重点项目进

行了实地考察和听取汇报。另

外，台儿庄、牟平、惠民和烟台

蓬莱海峰集团分别就各自重点旅

游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不

管项目多么独具特色、景点多么

各有千秋，文化都是贯穿当地旅

游的主线。

“我们在深入挖掘地方优质

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全力实施台

儿庄古城重建项目，精心打造

‘天下第一庄’旅游品牌，实

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功能的有

机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文化景

观与文化空间有机结合。”枣

庄市台儿庄区区委书记霍媛媛在

汇报中指出，一个旅游重点项

目能否成功，关键看有没有深

远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

牟平在强化特色培育理念的

同时，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互动

发展，在区域规划、项目确立、

景观设计等环节，充分糅合历史

传统与开放时尚的内在机理，做

到传承与创新并举，梳理出符合

牟平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大到

区域开发，小到市政建筑，每一

个项目都上升为文化旅游产品来

包装，作为文化旅游主题来培

育。

惠民县围绕打造“黄河三角

洲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休闲之

城”，将旅游规划融入城市规

划，旅游谋划城市新发展，城市

改造推动旅游发展，使全县旅游

文化内涵全面提升，大项目促进

了大发展。

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决定》强调，要推动

文 化 产 业 与 旅 游 、 体 育 、 信

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

展，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发挥

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旅游与文化历来就是一对

孪生姊妹，旅游项目尤其是大体

量项目，能够有效承载和传承历

史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时尚文

化。可以说，繁荣发展旅游业就

是繁荣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一

头连着文化，一头连着市场，通

过旅游项目建设，可以带动文化

消费，使文化更加贴近市场、贴

近大众，有利于加快构建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形成更加丰富有

效、更加富有发展活力的文化

产业新格局。”才利民副省长

指出，“好客山东”品牌的创

意、策划和打造，本身就是文

旅结合的产物。我们结合山东

的历史文化，打造了一批文旅

结合的旅游景区；我们根据山

东的文化资源禀赋，着力地推

出一批文化演艺项目；我们积

极 推 动 旅 游 、 文 化 结 合 走 出

去。山东是文化大省、经济大

省、旅游大省，有效的实现文

旅结合，是一篇非常现实、也

非常有意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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