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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村，

要做旅游大文章
文/本报记者 马辉 李倩 见习记者 周玉 图/本报记者 张晓科

《乡村爱情》的热播，让象牙山景

区一时间游客如潮，成了民俗旅游的

知名景点。而泗水县泗张镇王家庄村

的几个农民，风风火火地成立了桃花

源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抱起团来打

起了“旅游牌”，要改变“面朝火土背朝

天”的生活方式，在旅游上作“大文

章”。

每年春季，一年一
度的桃花节盛会在泗水
县泗张镇举行，大量外
地游客蜂拥而至，一览
桃花盛开的迷人景象。
而王家庄村，就紧靠着
名气较大的万亩桃园。

2002年至今，生活
在这里的350户村民生
活始终没什么改变，附
近的村子都因开发铁矿
而富裕了起来，王家庄
村却没有那个先天条
件。“什么时候才能富起
来呀？”在村西头开了10
年小卖铺的王世金不止
一次感叹。

“俺们村就靠着万
亩桃园，今年4月份，村
里一个姓宋的村民在万
亩桃园附近租了两间房
开起农家乐，不到一个
月就挣了四五万元钱，
比种地、养猪挣的钱多
多了。”王世金告诉记
者。

机会就这样悄然
而来，为了借助桃花节
品牌发展当地经济，今
年8月份，泗水县及当
地乡镇开始在王家村
建 设 民 俗 旅 游 村 。2 4

日，记者来到已运行两
个多月的王家村民俗
旅游村，由于是旅游淡
季 ，这 里 的 游 客 并 不
多，只是一些周边客人
到农家乐就餐。趁着淡
季，现代农家院等一批
旅游基础设施正在加
紧建设。

走进民俗旅游村
的大门，一条蜿蜒的石
板路向山村深处延伸
而去，路边的水渠里流
淌着山上流下来的泉
水，一座座石板房整齐
地排列在路两旁，山区
民居的风土人情扑面
而来。

“整个王家庄村共
有350户居民，民俗旅游
村建立之后，大部分村
民依然住在原来的房子
里，延续着‘日出而耕、
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
这里小桥流水、花街石
巷，如同桃园一般。”泗
水县旅游局副局长翟伟
说，“原生态”就是王家
庄村最大的卖点，游客
来到小山村里，可以体
验到原滋原味的田园生
活。

“泗水有着诸多的
乡村旅游资源，利用好
这些资源，是条致富的
好路子。”翟伟告诉记
者。

翟 伟 认 为 ，农 户
自发利用旅游资源零
散 地 发 展 农 家 乐 ，很
有可能会出现菜品质
量 低 劣 、卫 生 环 境 不
佳 等 问 题 ，对 于 旅 游
景 点 会 造 成 负 面 影
响 。如 果 有 乡 村 旅 游
合 作 社 的 规 范 和 指
导 ，可 以 对 农 户 经 营
的农家乐项目进行适
当 的 约 束 ，从 而 增 强
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农民抱团搞乡村
旅游，一定要结合当地
特色，青山绿水就是‘金
饭碗’。”济宁市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说，农民成
立乡村旅游合作社要把
自然资源与当地的风土

人情和民俗文化整合起
来，围绕旅游业的食、
住、行、游、购、娱六大要
素，拉长产业链，“吃农
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
活、享农家乐、购农家
物”，才能吸引游客的注
意力。

济宁市旅游局规划
发展科王申臣科长介
绍，目前济宁嘉祥、泗
水、微山共有4个乡村旅
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省内运作较好的莱芜和
潍坊相比，正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济宁的乡
村游还需要更加突出特
色，做好配套服务，整合
资源实行统一价格、标
准、服务，以特色的旅游
项目聚集人气。同时，要
加强和旅行社的联系，
让乡村游进入旅行社的

“菜单”，进一步积聚客
流。

特色旅游主打“原生态”

青山绿水就是“金饭碗”

在王家庄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也
在发生转变。

“进来坐，妮儿，快给客人们倒茶。”
村里的一家农家乐，老板司友侠热情地
招呼着客人，他也是桃花源乡村旅游专
业合作社的6个成员之一。“咱王家庄村
的人没别的，就是热情好客，即便不在
咱这吃饭，也招呼着客人喝点热茶、吃
个煮苞米。”

提起开农家乐，老司说，当时心里
也打过鼓。“这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开
了饭店买来鸡呀肉呀的，要是没有客
人来可咋办？那不就赔“大发”了！”

“当时对于发展旅游，将信将疑的
村民不在少数。”泗张镇旅游办公室主
任杨国新告诉记者，这里的村民以前

是以种养林果为生。今年当地政府先
后投资500多万元，对村容村貌进行了
改造，加之桃花节的连带效应，原本鲜
有人光顾的小山村一下游客如潮。

老司家的农家乐生意格外好，头
一个月就收入4万多块钱。“村里土生
土长的黑爪鸡、笨鸡蛋，还有野菜和新
鲜蔬菜，游客吃得格外开心。”老司告
诉记者，他们这个合作社由6家经营农
家乐、手工艺坊、旅游商品的农户组
成，现在，还有不少农户准备“下海”。

如今，开小卖铺的合作社社员王
世金盘算着对他的小卖铺进行提档升
级，街坊邻居们也靠着刺绣、剪纸、雕
刻、烙煎饼这些老手艺增加了收入，旅
游合作社越来越受欢迎。

莱芜市莱城区雪野镇房干村，是
一个只有158户、560口人的小山村。
20多年来，该村从治山治水改变生产
条件，到封山育林保护环境，再到发
展生态旅游业，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
发生了质的飞跃。

国际环保专家、诺贝尔奖获得

者、德国帕特博士称房干为大山里的
“绿色天堂”；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
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教授为房干题词：

“生态农业好，中华第一村”。
目前，房干村已成为山东农业旅

游的知名品牌和旅游热点，还荣获了
国家AA级旅游景区称号。2001年1-10

月，接待国内外游客35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000万元，仅“五一”和“十一”两
个黄金周就接待游客14万人次，最高
峰时日接待游客达到1 . 4万人。在当前
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走
出了一条依靠旅游实现乡村产业升级
换代、农民致富增收的农村发展之路。

从将信将疑，到争相“下海”

房干村的突变

◎他山之石◎

农家院里喝茶谈天。

村民在家中开起了农家乐。

漫步山村小路，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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