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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旅旅游游要要的的不不是是““土土气气味味””
滨州邀台湾乡村旅游专家来滨考察调研，交流学习发展理念

吸引新农民下乡

乡村游运营公司化

近年来，国家加快现代农业
发展步伐，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让懂农业、有技术、能投资的
人经营，现代农业的发展催生了
新 时 代 的 休 闲 观 光 旅 游 产
业——— 乡村旅游，是一种在传统
农村自然景观休闲游和农业体
验游的基础上，融合度假、休闲、
娱乐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目
前，滨州市乡村旅游框架基本形
成，但如何将乡村旅游打造成带
动经济发展的成熟型产业链条
依然是个难题。“乡村旅游的业
态基本形成了，但如何丰富发展
还是问题。”滨州市旅游局局长
王景辉说。

狮子刘村位于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秦皇河公园南延，为发
展乡村旅游，狮子刘村各农家乐
积极参与“双改工程”，打造了标
准化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拟规
划结合周边的湿地、南海、黄河、
森林等资源，建设成中国首个乡
村旅游区、北方乡村记忆度假小
镇。在调研中，台湾乡村旅游协
会理事长郑建雄说，发展乡村旅
游不是简单地让农民搞旅游，

“需要吸引新农民来经营，找能
投资、会经营、懂农业、有文化的
城里人做乡村旅游。”

在乡村旅游农家乐运营模
式上，郑建雄建议采取乡村酒店
式运作，“狮子刘村目前最大的
问题是没有经营主体，可以把房
舍统一交给某一专业运营团队
来做，村里专门设立游客服务中
心，房间统一定价，入住和结算
都在这里完成，吸引退休的、军
转的、创业的等一些城里人来经
营民宿。”

实现以量代涨的

良性“门票经济”

“门票经济”并不指是简单
地依靠提高门票价格来增加利
润恶性发展，而应该是用较大的
客流量及公益合理的门票价格，
实现景区利润的良性增长。实现
以量代涨的良性“门票经济”，必
须打造普惠百姓的家常式旅游。

滨州历史文化底蕴丰富，文
化景点众多，如魏氏庄园、杜受
田故居等。台湾乡村旅游协会副
秘书长刘慧婷谈及景点经营时
说，“先不要考虑做大市场，先考
虑做深市场，如果一个景点能吸
引了当地的大部分居民就足够

‘吃饱’。可以在魏氏庄园内每周
组织汇演，或者是歌舞，或者是
剧场，这样不需要考虑人气了，
只需要收门票就行了。”而且，景
区聚集了人气，相应地吃、住、
游、购、娱等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作为公益性、对大众免费开
放的秦皇河公园，已经成功地举
办了多项全民活动，如郁金香
展、龙舟赛、帐篷节、演唱会等，
招揽了大量人气，如何实现市民
吃、购、娱成为最大的收益点。比
如在两岸开咖啡馆、小吃街，以
及乘画舫夜游秦皇河、画舫表
演、画舫晚餐厅等。

乡村文化深加工

做精细化旅游产品

“食、宿、行、游、购、娱、育、
美”是郑建雄总结的旅游新八要
素，其中“育”就是指乡村旅游的
研修、教育、学习功能，“美”指产
品的养生保健美容功能。所以，
景区必须要突破“看”这个层面，
把乡村种植、养殖的旅游产品中
的文化要素提炼出来深加工，精
细化，做成旅游商品。景区带不
走，但旅游商品可以带走。

郑建雄说，比如邹平樱花山
属于季节性景区，花开的时候一
片山连绵就像一块画布一样，但
是花开人来，花谢人散，如果把
樱花深加工做成樱花茶、樱花
酒、樱花面膜等就可以四季不断
地吸引人气；魏氏庄园可以根据
庄园文化、魏集镇的文化设计制
作工艺品，如首饰、挂饰、装饰品

等；南洋红豆杉也可以深加工红
豆杉精油、紫杉醇、面膜、茶等。

“赚来人气，留下人钱，不重要，
最关键、也是最难的就是赢得人
心。”郑建雄说，必须用口碑赢得
市场。

乡村旅游要的不是“土气
味”，而是乡土的知性气息。台湾
乡村旅游协会秘书长林劭洁说，
在民宿的设计上也要有自己的
格调，就像每个经营的主人都有
自己喜欢的风格一样，在做到干
净整洁的基础上，添加入一些

“美”的元素、文化的元素进去，
融合诗情画意，而不是标准化建
设，更不是简单地农家屋翻新，
比如可以在墙体上画彩绘，让整
个村庄活泼起来，充满生命力和
知性。

乡村旅游是强县富民、普惠百姓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
近两年来全市旅游的一项重点工作。2014年全市乡村旅游日
新月异，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如何让乡村旅游弹去“传统单一
的土气味”，留下“丰满知性的乡村味”，成为摆在滨州市旅游
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23日、24日，滨州市旅游局特邀台
湾乡村旅游方面的专家来滨考察调研，交流发展理念，实现
乡村旅游的跨越式发展。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滨州市旅游局局长王景辉（右二）陪同台湾专家考察调研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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