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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有这样一些美丽的乡村，您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姹紫嫣红的农庄果园、吹拂清新微咸的海风、欣赏从没见过过的壮观景象，
可以亲自赶海捕鱼、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随着一些县域高端规划的编制，乡村旅游将更加富有魅力，先看看这些县县域旅游的先驱者们怎
样推介自己的“宝贝”之地吧。

蒙阴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红色文化和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绿色生态环境异常优
越，蜜桃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发展乡村
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

蒙阴是首批山东旅游强县，乡村旅游
起步较早，率先确立了“江北最美乡村”
的县域形象，编制了农家乐产品专项规
划，发布了县级农家乐标准，培育了一批
农家乐示范户和示范村。到2012年底，全
县已拥有A级景区4家，省级工农业旅游
示范点6个，省级旅游强乡镇2个、特色村
6个，省级好客人家农家乐4家，县级农家
乐26家。

今年以来，蒙阴把乡村旅游摆在了突
出位置，进一步明确旅游规划布局和发展
目标，北部以岱崮地貌为龙头，打造以地
质奇观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中部以云蒙
湖为核心，以主要河流为轴线，打造自行
车绿道游和自驾游精品线路；南部承接蒙
山、孟良崮旅游辐射，打造高端生态休闲
度假产品集群。同时，出台专门的考核办
法和激励政策，设立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以休闲农家乐示范村为重点，整合涉农项
目资金集中捆绑投入。

目前，蒙阴全面启动了乡村旅游资源
普查，力争早日编制完成全县乡村旅游总
体规划，加快培育一批乡村旅游新亮点，
在省内外进一步打响“好客沂蒙人家”、
“江北最美乡村”的形象品牌。

建设“江北最美乡村”

蒙阴县副县长 彭波

顶顶层层设设计计勾勾勒勒最最美美乡乡村村

规划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龙头，昌乐将坚
持高起点规划，对全县乡村旅游业进行科学
规划。

特色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上我们将突出“唯一
性”。依托独一无二的远古火山群、蓝宝石
等特色资源，力争打造一批人无我有的特色
乡村旅游项目。在乡村旅游线路上将突出
“休闲性”，深入挖掘开发“欢乐淘宝之旅
自驾游”、“远古火山逍遥游”、“方山蓝
宝石原生矿区休闲探宝游”等特色乡村旅游
线路，打造一批以“好客”文化为主题的火
山人家、宝石人家，全力做好旅游产品开
发，使单一观光游变成休闲、购物、体验于
一体的“立体游”。

围绕“大旅游、大产业”思路，着力促
进乡村旅游与现代农业、文化产业等融合发
展。加快中国宝石城扩建提升、火山省级地
质公园、方山九龙湖片区开发等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依托宝石沟、庵上湖等农业生产基
地，高崖库区生态农业观光区、中华西瓜科
技园等园区，重点开发田园观光、农事体
验、乡村度假等特色农业休闲游项目。充分
发挥姜齐文化资源优势，依托姜太公庙会、
石祖林祭祖庙会、方山庙会等特色民俗旅游
资源，打造一批文化旅游品牌。年内，力争
创建一批省级旅游强镇、旅游特色村、星级
农家乐和精品采摘园。

打造乡村游“唯一性”、“休闲性”

昌乐县县长 高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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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造乡村旅游上，鄄城将立足于规
划培育一批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乡村旅
游产品，打亮特色旅游品牌，形成种类丰
富、特色突出、结构合理的产品体系和产
业格局。

鄄城将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
的原则，在彭楼镇、富春乡、闫什镇等旅
游资源密集的乡村，以当地旅游资源和农
业特色产业为依托，以“土、野、乐、
趣”为特色，重点培育“湖上人家”、
“圣地人家”、“黄河人家”、“鲁艺人
家”乡村旅游品牌，策划乡村逍遥游、黄
河休闲游、民俗体验游等五条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科学合理地编制全县乡村旅游发
展规划。

县财政每年列支500万元作为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将向乡村旅游项
目建设倾斜。同时，对乡村旅游项目提供
用地、金融、营销、税费、人才等方方面
面的政策支持，全力扶持乡村旅游项目。

重点对雷泽湖湖上人家、广富源度假
村、黄河人家等现有农家乐实施“改厕改
厨”工程。同时，对全县乡村旅游从业人
员，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提高从
业人员素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计划3-5年内，全县力争创建农业旅游示范
点12处、旅游强乡镇6个、特色村20个、发
展农家乐、采摘园、休闲农庄1000个，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20000人。

放大“土、野、乐、趣”特色

鄄城县县长 张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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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招远先后投入50多亿元建
成了中国黄金实景博览苑、淘金小镇、
大唐金汤园、海水浴场、国家级森林公
园，以及2家旅游强乡镇、3家农业旅游
示范点、6家旅游特色村和3家五星级好
客人家农家乐等，对促进招远新农村建
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打造中国一流的黄金文化主题
旅游目的，招远市规划用5-10年的时
间，投资1000亿元用于旅游开发，实现
旅游业发展新跨越。按照会议要求，加
紧资源普查和规划单位的考察确定，尽
快编制出台《招远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在此基础上推进旅游强镇和旅游
特色村规划编制，形成乡村旅游发展的
科学指导体系。实施品牌建设战略，推
进“1123”工程，即规划建设1处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1处省级旅游度假区、2家
5A级景区、拍摄3部影视剧。实施大旅
游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招远黄金文化旅
游度假区整改提升工程，推进露天温
泉、温泉广场、春雨滨海度假村、旅游
渔港码头、皮革城二期、粉丝博物馆、
金色田园创意基地、古村落、农博园、
湿地公园等项目开发建设，打造独具特
色的高品位乡村旅游示范区。

推动金都招远乡村游新跨越

招远市市长 王光耀

福山作为中国鲁菜之乡、大樱桃之乡、
书法之乡和第一位太空女教师王亚平及甲骨
文之父王懿荣的故乡，素有“福山福地福人
聚”之美誉。

去年，我区以大樱桃采摘为重点的生态
休闲旅游农业蓬勃发展，成功举办了第六届
烟台大樱桃节等活动，张格庄镇被命名为省
级旅游强镇，善疃等三个村被评为省级旅游
特色村。下步，将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全面
准确的摸底普查，确保资源发挥最大经济效
应。同时结合乡村旅游资源整体概况，拟定
福山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召开专家会议进行
可行性论证，力求规划科学合理。根据前期
准备工作，调整修改福山旅游发展整体思
路，尽快拿出福山旅游发展总规划。

发展乡村旅游需要有好项目、大项目作
支撑。福山区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培
育“福山新八景，尽情两日游”精品线路，
能够充分感受樱桃文化、佛教文化、甲骨文
化、书法文化、鲁菜文化熏陶的文化之旅，
重点包装以徜徉农博园、垂钓双龙潭、流连
樱桃林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观光游，大力推介
以彤悦城、渔场58街、青龙山美食街为主要
载体的休闲购物游，积极拓展文化体验游，
进一步带动激活乡村旅游经济，为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福山乡村旅游大有可为

福山区区长 戴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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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县是首批山东旅游强县，也是鲁冀
交界地区屈指可数的旅游强县之一。庆云将
以规划编制为抓手，发挥地处两省三市中心
的区位优势，不断增创旅游发展新优势。

把旅游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统
筹城乡一体发展的重要举措，把打造“北方
旅游胜地”列为全县发展定位，把“开拓大
旅游”作为五大重点工作之一。

坚持不断挖掘资源、提炼文化、创造特
色，对照全省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对接洽谈会
议要求，制定了《庆云县乡村旅游资源普查
工作实施方案》，集中两个月时间完成全县
乡村旅游资源普查，为全县乡村旅游规划编
制创造条件。坚持与“一区一圈一带”规划
相结合、与城乡发展规划相结合、与两区同
建相结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结合、与生态
文明建设相结合，择优聘请规划设计单位，
高标准、前瞻性地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完善提升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以规划引领
旅游产业发展。

积极适应乡村旅游日渐兴起的新趋势，
发挥江南园林·吉祥景区、庆云宫休闲养生中
心、祥云欢乐世界等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谋划建设一批景区开发、景点扩容项目，实
现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的协调发展、全面提
升，全力擦亮“北方旅游胜地”品牌。

打造“北方旅游胜地”

庆云县县长 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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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蓬莱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提
出把“突破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今后一段时
期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结合“蓬莱
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乡村旅游逐步在全市
范围内形成了“山海呼应、城乡交融、全域
覆盖”的大旅游格局。

为进一步描绘乡村旅游发展蓝图，去年4

月，我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木兰沟村、丘山
片区和龙山片区，编制了《蓬莱市乡村旅游
发展重点片区规划(2012-2020)》，通过规划引
领，以山海为形、以文化为魂、以葡萄酒庄
和生态农庄为载体，培育“滨海度假+葡萄酒
体验+乡村田园”的复合型乡村旅游业态。

最近，省旅游局提出了打造“仙境海
岸”品牌的创意，这与我们倡导的神“闲”
生活方式和“到蓬莱，过神‘闲’日子”的
理念相互契合。我们在旅游开发中将注入这
一理念，科学规划，整合全市旅游资源打造
神“闲”旅游产品。特别是要依托蓬莱丰富
多彩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在滨海地带，
推出面向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的第二套
住宅，引进途家、如美家等多家专业旅游物
业管理机构，丰富旅游度假接待模式，既促
进旅游和房地产业的融合发展，也不断提升
游客到蓬莱休闲、度假、生活的舒适度和满
足度。

大力发展蓬莱神“闲”游

蓬莱市市长 孙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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