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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拜师江西婺源

说起潍坊的旅游资源，那可谓要山
有山，要水有水，既有生态农业，又有民
俗文化。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乡村旅游
业却一直是潍坊经济的一个“短板”，手
握大把的资源却难以发挥它的优势。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找个“师
傅”，潍坊旅游界，把目光投向了江西。
2011年，潍坊市旅游局组织有关旅游
企业负责人，赴江西开展旅游对接洽
谈活动，并考察学习江西省乡村旅游
发展和景区管理先进经验。

在江西省婺源县，考察人员发现，
旅游立市已成为新的发展思路。近年
来，婺源县先后开发建设了江湾、鸳鸯
湖、大鄣山峡谷、彩虹桥、思溪延村、甲
路古樟园等10多个乡村旅游景区，而
旅游业发展极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不
断提升。

考察人员发现，景区所在乡村的自
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土地、山林、房屋、
茶园、果园、池塘等资源，因开发旅游，
使得农村资源升值，为农村经济发展注
入了活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农业产品的
价值的提升。以有机绿色食品为主导的
生态农业，将全县划分为东北生态林
茶、中部生态茶果、西南生态粮牧渔三
大生态农业区，蔬菜、水果、禽蛋、肉类
等农副产品通过制成旅游食品增加附
加值，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旅游兴而后百业旺，当地农民尝
到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实惠，就更加
积极地投入旅游商品的生产、加工、经
营，一批“星级农家乐旅游饭店”开始
陆续出现。江湾镇江湾村古村落开发
乡村旅游后，年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
晓起村在旅游开发前是“贫困村”，人
均收入不足1000元，发展乡村旅游后
迅速成为全市有名的“富裕村”，人均

纯收入近万元。“小桥流水人家”景区
李坑村，年旅游收入的45%分配到农
户，人均收入1万多元。

取来真经潍坊受益

学成归来后，考察人员发现潍坊
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既有自然景观，又
能人文景观；既有生态农业资源，又有
民俗文化资源。各具特色的乡村自然
风光，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风情，充满
情趣的乡土民间艺术，风格迥异的山
村民居建筑，富有特色的乡村传统劳
作，形态各异的传统农用器具，乡土气
息的农事节会活动等，都是发展乡村
旅游可以挖掘和利用的资源。

根据《山东省乡村旅游业振兴规
划》和《潍坊市乡村旅游发展指导意
见》，潍坊市以民俗旅游为龙头，规划、
培育了一批乡村民俗游、乡村休闲娱
乐游、乡村田园风光游、节会文化观光
游、生态农业观光游等具有一定规模、
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

在此基础上，潍坊研究制定了《乡
村旅游示范点评定办法》，重点培育了
安丘辉渠镇、昌乐高崖等乡村旅游示
范标杆，带动了乡村旅游规范化发展。
2011年6月份，潍坊市旅游局在安丘辉
渠镇举办了全省首期乡村旅游专题培
训班，对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旅游强
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旅游特色村党
组织书记及重点乡村旅游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培训，辉渠镇被列为全省乡村
旅游发展重点单位。

同时，潍坊还大力发展旅游合作
组织，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
对寿光三元朱村、青州清风寨、临朐神
农寨等旅游合作社进行重点培育，目
前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到20家，推进
了乡村旅游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

多年努力成就耀眼

乡村旅游城为潍坊旅游业发展的
新亮点，也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绩。
2011年12月，潍坊新添41个省级乡村
旅游项目,其中有8个山东省旅游强乡
镇、8家山东省工农业旅游示范点、4

个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和21家首批山东
省好客人家农家乐。

潍城区望留街道办事处、诸城市
龙都街道办事处、寿光市圣城街道办
事处、寿光市侯镇、安丘市柘山镇、
昌邑市龙池镇、昌乐县城关街道办事
处、临朐县五井镇8个镇 (街道办事
处)被命名为山东省旅游强乡镇。

诸城市山东惠发食品有限公司、
寿光市山东齐民思酒业有限公司2家
单位被命名为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
点。潍城区潍坊花卉大世界、潍城区
潍坊市回归自然园、高密市醴泉街道
办事处李村现代农业旅游观光示范
园、昌邑市饮马镇山阳村百年梨园、
昌邑市卜庄镇大陆村、昌邑市博陆山
生态旅游区6家单位被命名为山东省
农业旅游示范点。

安丘市石埠子镇南王家庄村、高
密市夏庄镇东李家村、昌邑市卜庄镇
大陆村、临朐县城关街道办事处谭马
村 4个村被命名为山东省旅游特色
村。

潍城区潍坊大洋会所、诸城市福
满园石磨豆腐工坊2家单位被命名为
首批五星级山东省好客人家农家乐；
潍城区青山庄园、寒亭区杨家埠民俗
农家乐等6家单位被命名为首批四星
级山东省好客人家农家乐；潍城区圣
恒庄园等9家单位被命名为首批三星
级山东省好客人家农家乐；坊子区李
家水坡农家饭店等4家单位被命名为
二星级山东省好客人家农家乐。

乡村游，拜完师傅好念经
本报记者 孙翔

看惯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
乡村的青山绿水更让人觉得可
爱。潍坊既有生态农业资源又有
民俗文化根基，但多年来，乡村旅
游却一直是潍坊的一个短板。一
番摸索之后，潍坊人走了出去，拜
师学艺，并把目光瞄向了江西婺
源。从此，潍坊乡村游突飞猛进，
一系列耀眼的成绩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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