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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区位优势明显，交通
发达便捷，旅游资源丰富 ,有
七星台、锦屏山、百丈崖、莲花
山、女郎山、黄河滩区等乡村
自然生态景观，官庄朱家峪、
相公庄梭庄、文祖三德范等乡
村古村落景观，白云湖、绣源
河等乡村水文景观，以及章丘
大葱、辛寨鲍芹、香草园生态
农场、小康都市农业示范园等
农产品、农业基地。

我们要在省推荐的30家
单位中精心筛选，优中选优，
委托资质高、水平高的规划编
制单位承担规划编制工作。

与规划编制单位及时沟通、
交流，严格把关各阶段编制成

果，及时与专家探讨交流，确保
规划切合我市发展实际。

我们将牢固树立“规划一
支笔、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开
展形式多样的规划宣传，动员
全市上下围绕规划蓝图，凝聚
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确
保规划顺利实施；突出文化引
领、生态保障和产业支撑，积
极谋划实施一批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大项目，把我市的山
水资源、文化资源保护好、挖
掘好、利用好；结合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新型城镇化建设，
集中连片打造一批乡村旅游
示范区，使乡村旅游成为全市
经济新的增长点。

绘制发展蓝图 打造美丽章丘
章丘市市长 刘天东

沂源县地处沂河源头，
素有“山东屋脊·生态高
地”之称，乡村旅游资源独
特而丰富。

乡村旅游规划引领着乡
村旅游的发展方向，沂源县
将充分发挥沂源处在山东版
图几何中心，融入山东“一山
一水一圣人”两小时主体旅
游圈的优势，以创建鲁中枢
纽型乡村休闲目的地、鲁中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示范区为
目标，集中打造和形成集观
光、休闲、文化体验等功能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体系。力争
到2017年，创建全国休闲农
业示范点、文化旅游名镇、名
村、民俗村10处以上。

沂源将修订完善促进乡
村旅游跨越发展的政策措
施，深度挖掘沂源爱情文化、

地质文化、红色文化和农业、
生态、民俗、古村落、古树名
木等乡村旅游资源禀赋，科
学把握参与性、休闲性、自然
性、生态性、乡土性等内在规
律，高标准做好全县乡村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

按照功能互补、错位发
展的要求，依托资源特色、
区位条件及市场需求，深度
开发独具沂源特色的乡村旅
游产品体系。打造融合“奇
石、劲松、槐海、清泉、果
乡、传奇”等丰富资源的张
家坡百里观光旅游带；依托
鲁山、毫山、凤凰山、圣佛
山的优美风光和地质奇观，
精心塑造山岳观光乡村游；
依托沂蒙山区民俗文化和农
家特色，培育形成“沂源人
家”品牌。

打造沂源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
沂源县县长 谭秀中

东平县是全省旅游资源
大县，以“八百里水泊”东平湖
为代表的一湖、三河、五灵山、
七胜景自然资源优势独具，运
河文化、水浒文化、名人文化、
宗教文化、生态文化交相辉
映，拥有省级旅游强乡镇7个、
省级旅游特色村22个，星级农
家乐(渔家乐)60多家。

在编制乡村旅游规划基
础上，我们将引入“全域旅游
全景东平”发展理念，打造特
色主导品牌，着力彰显“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的水浒遗风，
全力打造“好客之风忠义之
德、江湖之奇传说之美”的“水
浒人家”特色品牌。

整合乡村旅游资源，统筹

推进城乡、农业、林业、渔业、
文化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深度
融合。大力发展景区依托型、
滨湖体验型、现代农业型、休
闲农庄型、旅游小镇型、家庭
农场型乡村旅游项目，打造观
光农业、乡风民俗、休闲垂钓、
农事体验、渔家风情、康体养
生等乡村旅游产品。探索“支
部+农家”、“农庄+游购”、“村
庄+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塑造
乡村旅游“十朵金花”新亮点。
带动一大批高标准生态村、文
化村和民俗村，让游客不仅能
领略原汁原味的“水浒之旅水
韵东平”的民俗风情，更能充
分享受到“依山归田隐伴水慢
生活”的闲适愉悦。

看全景东平 游水浒人家
东平县县长 王骞

梁山县是水浒故事的发
祥地，有特色突出的乡村旅游
资源，乡村自然、人文和生态
景观良好，农业产业基础坚
实，地域民俗风情独特，具有
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

梁山将按照“全域、系统、
准确、重要旅游资源一个不
漏”的原则，对全县内的农业、
生态、名居、古村、古建筑、古
树木以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全面普查登记，深度挖
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水浒、黄
河、运河、民俗等自然人文资
源，为搞好规划编制准备详实
的基础资料。

围绕梁山特有的乡土文
化做文章，因地制宜策划酒文
化体验馆、水浒古村落、水泊
湿地等体验性产品；强化创新
意识，用“古今相融、城乡一
体”的理念开发改造，提升田

园风光、乡村建筑、农家风俗、
乡野生活等资源的游赏和利
用价值；突出产业支撑，依据
各乡镇、村居实际，本着“一村
一品”、“一家一艺”的原则，集
中打造“水泊渔家”、“水浒人
家”、“运河人家”、“黄河人家”
等梁山特色的逍遥游品牌；发
展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和旅
游小镇，发掘民间土特产品、
风味美食、手工艺品，满足游
客购物需求，促进产业要素集
聚，提升传统农业、手工业和
餐饮业附加值。

建立相关部门参与的乡
村旅游工作协调联席会议制
度，制订扶持政策，提升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水平档次，努力破解资金、
土地瓶颈制约，把乡村旅游打
造为新招牌、新产业，促进梁
山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发展。

打造水浒特色乡村旅游品牌
梁山县县长 贾治阜

长岛县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
县。目前，全县共有“渔家乐”经营业
户630余户，年接待游客48万人次，
创收8300万元。

结合渔村旧村改造，集中南北
长山岛15个渔村进行改造，配套基
础设施，集中建设一批以渔家风情
为主题，集渔家美食、民俗风情、特色
文化和渔家体验为一体的渔村式生态
度假园区，引导“渔家乐”向高端发展。
同时，积极引导现有“渔家乐”升级改
造，并对星级以上“渔家乐”在旅游网
站、宣传促销活动等给予挂牌推介。
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县“渔家乐”
业户达到1000家，其中“好客山东”
星级“渔家乐”达到600家。

长岛“渔家乐”民俗风情园区在
经营模式上实行公司化经营，制定
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管理模式，与入

驻业户签订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书，
实行统一营业执照、统一分配客源，
统一接待标准、统一收费价格，统一
财务管理。同时，成立村级旅行社和
旅游车队，提供宣传促销、联系客
源、游客接站、景区购票、行程安排
等服务。

为进一步增加“渔家乐”游乐
项目，在环岛旅游慢行体统建设、
海上休闲观光游、休闲娱乐等方面
做好文章，丰富“渔家乐”内涵。
策划包装海上环岛观光、休闲垂
钓、渔事体验等“海上游”项目，
为长岛县“渔家乐”旅游项目发展
提供强力支撑；深入挖掘渔俗文化
和妈祖文化等资源，举办“周末喜
相逢”活动，上演渔家号子、海岛
秧歌等民俗节目，使游客更深层次
感受渔俗文化深厚底蕴。

全力打造长岛渔家乐旅游品牌
长岛县县长 刘树军

五莲县把乡村旅游作为农业结构
调整与旅游产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坚
持规划引领，有效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快
速转变，成为拉动五莲县域旅游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和农业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

五莲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
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壮大乡村旅
游产业为重点，全面整合乡村旅游资
源，科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着力打造
融合民俗文化、田园风光、采摘体验、休
闲度假、观光游览于一体的县域乡村旅
游产品体系，积极探索绿色、文化、休闲
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2012年高标准编制完成的《五莲县
重点区域乡村旅游总体规划》是全省首
个县级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在此
基础上相继编制了松柏镇《“百果谷”详
规》、户部乡《三关流域林果生态观光园
详规》、汪湖镇《汉王湖畔生态湿地休闲
度假区详规》等专项规划，为乡村旅游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规划指导。在旅游小
镇规划建设方面，将全力打造松柏镇

“生态养生旅游小镇”和于里镇“春秋故
城旅游小镇”两个省级旅游小镇，目前
已通过论证。

为加快五莲县旅游业发展步伐，我
们提出了发展全域旅游的战略目标，对
全县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普查，突出
新理念、新创意、新思路“三新”原则，编
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引导乡村旅游科
学发展，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推动
县域旅游业全域发展、全面提升。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方
式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和追捧。
作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县、省级
旅游强县，沂水县将以乡村旅游规

划编制为突破口，着力推动县域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

沂水具有优越的自然优势和发
展基础，下步将按照“主体多元化、
利益均衡化、产品特色化、经营产业
化、融合全域化、发展持续化”的原
则，全面开展规划编制，着力打造乡
村旅游品牌，为进一步提升全域旅
游品质，突出重围、转型升级创造良
好条件。

按照全域、系统、准确的原则，
对全县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普查登
记，外出考察学习乡村旅游规划和
建管经验，取优补弱促提升，高点定
标，高端定位，顶层设计，为编制高
质量规划提供保障。

规划编制过程中，将突出沂水
特色、突出生态靓点、突出重点区域
编制规划。打好生态牌，真正让“河流、
湖泊动起来”、“群山、群崮舞起来”、

“古村、古镇活起来”、“原汁原味的生
态旅游火起来”。突出文化特色，加
大对春秋文化、红色文化、沂蒙文
化、民俗文化的整理发掘，开发形式
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擦
亮“山东好客·沂水情长”地域旅游
品牌形象。以“建设全景沂水·发展
全域旅游”理念为引领，切实把乡村
旅游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农
业和旅游业整体发展布局，全面提
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加快推动全
县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擦亮“沂水情长”地域品牌
沂水县县长 杨原田

突出“三新”全域发展
五莲县县长 杜江涛

培植养生养心乡村休闲精品
东阿县县长 周文明

东阿县依山傍水，文化底
蕴深厚，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近年来，高度重视乡村旅游
工作的发展，制定了《东阿县关
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
以养生养心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格局初步形成。

全省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对
接洽谈会议结束后，东阿县出
台了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实施方
案。全县乡村旅游普查工作于9
月12日正式安排启动，发动各
乡镇、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
对全县三条沿河沿渠沿路的旅
游点、农家乐、特色养殖、特色
种植采摘、特色手工艺品生产
等各方面进行调查，摸清家底，
为全县乡村旅游规划的编制打
好基础。

为了保证规划编制的顺利

进行，东阿县瞄准行业一流，按
照做一流的乡村旅游规划的总
体要求，认真做好资金的配套
工作，全力保障规划经费的落
实。

从今年开始，将乡村旅游
工作纳入全县目标考核体系，
对各乡镇、办事处的乡村旅游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比。财
政设立以奖代补专项资金，在规
划、资金、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为乡村旅游项目制定优惠
政策，统筹全县农业、林业、水
务、水产、畜牧、黄淮海开发等部
门的涉农资金优先发展特色乡
村旅游项目，争取今明两年建设
成三个旅游强乡镇，30个旅游
特色村，全面提升全县乡村旅
游服务接待水平，推动全县乡
村旅游实现品牌化发展。

9月4日，在省旅游局组织召开全省乡村旅游规划
编制对接洽谈会上，全省132个县(市、区)政府的分管领
导、旅游局局长与全国30家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单位的
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全面启动全省县域乡村旅游规划
编制工作。近期，已经达成意向的县(市、区)开始启动规
划前期的乡村旅游资源普查和调研工作，争取在这些
顶层设计、高端定制的指导下，将乡村旅游搞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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