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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旅游·综合

2011年12月，笔者随济宁市旅游考

察团赴成都学习考察。考察期间，考察

团专门听取了成都市旅游局发展乡村旅

游的经验介绍。通过这次考察学习活

动，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拓宽了

思路，增强了加快发展鱼台县旅游业的

信心和决心。根据成都市发展乡村旅游

的经验做法，结合鱼台县实际，提出加

快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些想法。

从2003年起，成都市委、市政府把

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来培

育，制定了“十一五”旅游产业发展规

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编制了重

点景区和重点项目建设规划，加大了乡

村旅游开发力度，并紧密结合新农村建

设，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通过

将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鼓励

农民利用庭院、堰塘、果园、花圃、林

园等农、林、牧、渔业的资源优势和乡

村风土民俗吸引旅游者，为游客提供观

光、娱乐、餐饮、住宿等服务的乡村休

闲旅游接待点。这种将一、三产业有机

结合形成的乡村旅游业态，刺激了城郊

和乡村经济发展，拓宽了农村致富渠

道，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发展乡村旅游6年多的时间里，

成都市基本形成了以农家乐、乡村酒

店、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旅游特色

村、旅游古镇为主要产品的乡村旅游产

业业态，接待游客人数、农民人均年收

入逐年增加。目前，成都作为全国“农

家乐”旅游发源地，拥有全国农业旅游

示范点6个，特色旅游古镇6个，旅游特

色村39个，星级乡村酒店43家。乡村旅

游已成为成都市的一大亮点。

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由自然

发展到规范经营的历程。从2003年起，

成都市抓住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契

机，提出了“城乡互动、发展旅游、服

务市民、致富农民”的乡村旅游发展思

路，形成了“党委总揽、政府主导、部

门参与、产业支持、农户主体”的工作

格局，使成都乡村旅游从一家一户经营

的自然发展阶段逐步转变成规模整体开

发的规范发展阶段。

鱼台县发展乡村旅游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和条件：鱼台县濒临微山湖，沿湖

有70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境内有3平

方公里的旧城海子、5平方公里的鹿洼

矿塌陷地，有大运河、新、老万福河、

惠河等纵横交错的17条河流，还有星罗

棋布的坑塘4万余亩。鱼台县是农业大

县，农、林、牧、渔业的资源优势凸

显。三是滨湖大道、济徐高速的开工建

设将使鱼台分别成为济宁市的前花园和

徐州市的后花园，为鱼台发展乡村旅游

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些都为鱼台

发展乡村旅游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

阔的发展空间。

鱼台县发展乡村旅游业应采取以下

对策：

编制鱼台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科学规划是旅游开发的第一环节和基

础。鱼台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要坚

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和科学规划，

要立足做强、做精、做好，紧紧围绕

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需要

去编制，要聘请国内知名的规划机构

和策划专家来完成。

有条件的乡(镇)村优先发展。鱼台

县滨湖街道、张黄镇、王庙镇的一些

村庄，资源丰富，位置优越，应优先

发展。其他乡(镇)村视其资源情况可酌

情发展。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无论是在乡村旅游环境整治上，还是

在旅游道路、旅游标识、交通管网、

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都要给

予资金倾斜。

制定发展乡村旅游的支持政策。

用政策来支持激励农民的创业热情、

激发农业的增产潜力、激活农村的要

素潜能。

要汲取外地的经验做法。坚持走出去

进一步解放思想，虚心学习乡村旅游发达

地区的先进经验，用乡村旅游发达地区的

成功经验开拓思路，用乡村旅游发达地区

的先进理念指引方向，用乡村旅游发达地

区的成功典型鼓舞人心，从而为鱼台县加

快乡村旅游发展增添动力。

关于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的思考
□鱼台县旅游局局长 孙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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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花棍舞又称“打花棍”，初

考证为汉族舞蹈，通过与“花棍舞”

相关的歌谣和传说，人们得知，“花

棍舞”是古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包括

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广大劳苦

群众创作传习的一种与生产方式紧密

相连的舞蹈形式，反映了失去家园和

生活资料的人们到处流浪，四处乞讨

的生活内容。“打花棍”在山东鲁南

兖 州 、 滕 州 一 带 已 有 近 百 年 的 传 承

史，传说花棍起源于叫花子乞讨用来

防身的打狗棍子。在宋元时期，丐帮

用来习武或沿街唱曲时拍打手肩、敲

击节拍用的竹杆。明清之后，兖州一

带的流浪艺人受到“打连厢” (即“霸

王鞭” )以及莲花落的影响和启发，在

竹杆两头装上钱铃和布头，发展成为

今天载歌载舞、花棍叮当、声调欢快

的民间“花棍舞”。

兖州花棍舞，以多人或列队表演

为主，可以在行进中边走边表演，也

可以在舞台变换队型、加花表演、伴

乐、伴唱。风格特点是表演时排列或

转换队型，行进中手拿花棍，边舞边

走。动作多以跳、转、翻、旋等技巧

为 主 ， 体 现 欢 乐 、 灵 巧 、 热 情 的 特

点。经过历史传承，已成为具有鲁西

南 风 味 的 民 间 舞 蹈 。 动 作 优 美 、 奔

放，表现山东人热烈豪放的精神。动

作以跳、转、翻、旋等技巧为主，体

现欢快、灵巧、喜庆的特征。边走边

舞、边舞边唱，具有浓郁的北方民间

舞蹈特色和节日欢庆风味，深得广大

群众喜爱。

“旅游百事通”

这个春天与济宁相约

全国超大型旅游连锁机构——— 旅游百

事通，于2月27日正式进驻济宁旅游市

场。

“旅游百事通”是一个搭建在旅游产

品供应商与零售终端之间的销售平台，定

位于旅游渠道运营，旅游线路供应商提供

的旅游产品都将在销售平台展示，供消费

者选择。“旅游百事通”济宁总部负责

人、济宁嘉华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史珂表

示，供应商提供的众多旅游产品，价位从

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顾客看中了哪条线

路，就可以直接在门店内报名。由于是全

国联网，旅游超市的软件系统内存储了大

量的旅游信息，消费者可以在门店里像逛

超市一样，方便、快捷地挑选自己所喜欢

的任何旅游线路。

“旅游百事通”登陆济宁，不仅带来

其先进的管理理念、经营模式，同时也为

济宁旅游市场注入新鲜血液，助推济宁旅

游业大繁荣大发展。(郑艳艳 张令伟)

泗水县将举办2012春夏赏花汇

为充分发挥节庆活动对旅游产业发展

的拉动作用，借助桃花旅游节品牌优势，

整合相关资源，提升节庆活动档次，丰富

内容、扩大影响、延长时间、增加收入，

加快旅游强县建设，实现旅游产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强力促进“生态泗水、活

力泗水、幸福泗水”建设，泗水县拟定于

2012年3--5月份举办首届“泗水春夏赏花

汇”。赏花汇的主题是“生态泗水行，精

彩赏花汇”。赏花汇活动涉及泗张镇、圣

水峪镇、星村镇、中册镇、泉林镇、高峪

镇，活动期间根据桃花、杏花、梨花、槐

花、苹果花、石榴花等不同开花时间，推

出多条赏花线路，并把万紫千红、泉林泉

群、安山寺、西侯幽谷等景区有机融合到

线路中来。在赏花汇期间将举办新闻发布

会、桃花旅游节开幕暨万紫千红生态养生

旅游度假区开业仪式、圣天香梨园戏曲票

友大赛、“泉源之韵”太极拳(剑)表演、

泗水首届槐花节等系列活动。

目前，各项活动正在紧张筹备中。

(翟伟 李慧)

2012'汶上太子灵踪文化节

将于4月2日开幕

为进一步提升太子灵踪文化节的特色

和水平，提高汶上旅游的知名度和“中国

佛都”城市品牌影响力，近日，汶上县制

定出台文化节整体方案，确定2012年第九

届中国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将于4

月2日隆重开幕。

本届文化节将紧扣实施产业兴县、文

化强县战略主题，依托独特的佛教文化资

源，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在4月2日—

4月8日期间，举办系列文化、旅游、商贸

活动。主要包括文化节开幕式、梵呗音乐

会、文化节系列法会、名家讲坛等内容，

形成节庆综合带动效应，促进汶上经济、

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自2004年以来，汶上县太子灵踪文化

节已成功举办了8届，上升为山东省旅游

局和济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宏大节庆

活动。举办太子灵踪文化节对于充分发扬

佛教文化特色，加强各界交流合作，提高

汶上县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2010年，太子灵踪文化节被评为最具

影响力的城市节会品牌。(马涛)

动 态

速速 读读

★近日，济宁市旅游行业协会

被授予2011年度全市社会组织规范

化建设工作先进社会团体称号。

★3月8日，汶上宝相寺景区将

对女性游客团队给予四折优惠，对

女性散客实行六折优惠。

★2月2 6日，作为2 0 1 2年峄山

古会活动内容之一的峄阳论坛———

峄山千人论棋总决赛在峄山风景区

峄阳书院举行。

★近日，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组

一行7人赴到邹城市，为纪录片《荆

川先生》取景，摄制组先后在孟庙、

孟府和峄山进行了拍摄与采访。

★近日，邹城市文化旅游考察

团赴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市、增城

市、番禺区等地区，围绕珠三角地

区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建设、城乡旅

游休闲“绿道”规划建设、旅游景

区开发建设、旅游市场营销等工作

进行学习考察。

政府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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