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新新产产品品不不断断涌涌现现，，乡乡村村游游人人气气足足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近五年来，聊城旅游发展部门，立足聊城城市发展定位，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尤其是去年以来，以运河保护与开发为为抓
手，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建设，文化旅游新产品不断涌现，拳头产品发展猛，乡村旅游人气足。

整合旅游资源

开创全域水城建设新局面

近年来，聊城以运河沿线
生态水系为抓手，打造“鲁风运
河”文化旅游品牌，相继成立了
聊城市旅游改革发展和运河开
发领导小组、聊城市重大决策
委员会运河旅游开发专家组。
近期，按照市委常委会决定，成
立聊城市运河保护开发委员
会，组建具有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旅游投资
发展集团，全面整合东昌湖和
古城旅游资源，实现旅游市场
化运作的突破。

2016年，组织规划组赴运
河沿线四县(市区)，对运河古遗
迹、运河资源等进行了深入考察
调研，编制了《京杭运河聊城段
旅游发展及水生态体系规划》，
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初
稿。该项目得到上级政府和大型
市场主体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下
一步，将进行湖南路至南外环段
约3 .3公里运河段的示范工程建
设。去年12月9日，参加“鲁风运
河”品牌联盟成立大会，成为运
河旅游品牌的最大亮点之一。编
制了《金堤河生态牧场旅游度假
区项目规划》和《马颊河林场生
态旅游区项目规划》，全力推进
金堤河片区旅游牧场、马颊河林
场的规划与开发。

抓好旅游扶贫

乡村旅游人气十足

开展旅游精准扶贫。争取
乡村旅游发展资金和产业扶贫
资金共900万元。创新旅游资源
入股、投工投劳等运作模式带
动创收扶贫，涌现出度假区刘
道之村、高唐县西郭村、茌平县
许庄村、阳谷子路堤等一批扶
贫效果明显的乡村旅游示范
点。完善旅游公共设施。完善贫
困村基础配套设施，修建旅游
厕所，制作旅游导览图、导引
牌、安全警示牌等旅游标识，建
设停车场、村民文化广场等基
础设施，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
务水平。建设乡村旅游示范点。
成功创建43个省级乡村旅游示
范点。对参与创建的140个乡村
旅游区(点)进行验收评比，确
定了103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四
是加快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东
昌上林苑、刘道之村乡村旅游
示范点、高唐县西郭村向阳花
开庄园等一批乡村旅游项目建
成开业。

聊城市和所有县(市区)都
已完成了乡村旅游区域规划。
刘道之温泉度假村、茌平县许
庄村、高唐西郭等示范点都制
定了详细的旅游发展规划，并
进行了充分的科学论证。阳谷
县王楼村、东阿县北关村等充
分挖掘特有的民俗文化，打造
各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仅
东阿县北关村2016年就接待游
客86万人次，农家乐旅游总收
入超8000万元。

目前，聊城已经形成了姜
堤乐园、南湖湿地公园、冠州梨
园等一批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

点，打响了梨花节、樱花节等一
批乡村旅游节庆品牌，打响了
水浒人家、运河人家等十大农
家乐品牌，拥有全国休闲农业
示范点1个，山东省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6个，山东省生
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区3个，山东
省旅游强乡镇19个，山东省旅
游特色村33个，山东省精品采
摘园30个，开心农场7个。

实行大项目带动

旅游载体建设稳步推进

近年来，聊城市把项目作

为聊城市旅游产业扩体量、增
效益的重要抓手，高起点策
划、高标准建设、高速度推进，
有力地提升了旅游业核心竞
争力。数据统计，2016年，全市
重点旅游项目6 6个，总投资
1209 . 25亿元。全年完成投资
63 . 9亿元。

截至目前，中华水上古城
四条大街、城市旅游集散中
心、摩天轮景区、徒骇河滨河
乐园、东昌上林苑，高唐泉聚
苑养生休闲旅游度假区、双海
湖生态书画公园，东阿阿胶
城，冠县梨园大世界等一批旅

游大项目陆续开业，市场反响良
好。盛世天湖温泉旅游度假村、景
阳冈旅游区扩建工程、阿胶生物
科技产业园、欢乐南湖龙堤旅游
区、水上乐园、湿地岛公园和海底
世界等项目正在建设中。

2017年，聊城将重点实施
“1248”工程，“1”即聊城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市;“2”即中华水上
古城和争创5A级景区的东阿
阿胶两个旅游目的地产品;“4”
即运河、马颊河、金堤河、水浒
等四个重点建设旅游项目;“8”
是整合推出八条重点旅游线
路。

凝聚合力，品牌引领

聊聊城城农农产产品品““唱唱响响””京京沪沪餐餐桌桌
本报记者 张超

2016年4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聊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上，“放心吃吧，聊城产的！”一句简单的宣传语引起北京市民的
关注。自此，“聊·胜一筹”的聊城农产品区域公用整体品牌跻身京津冀千家万户。

同年10月，聊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军继亲自带队赴上海组织聊城安全农产品上海行活动。期间，与上海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市场
上农批达成了深度合作，双方共同塑造聊城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并开设了聊城安全农产品形象店，开设了聊城农产品批批发专区，在上
海打响“聊·胜一筹”农产品品牌。

紧抓机遇

发挥农业资源优势

据了解，早在2015年，聊城
市被国家列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区，对接北京市场的优势突显，
进京通道便捷。市委、市政府紧
紧抓住机遇，作出了“推动聊城
优质安全农产品开拓北京高端
市场”的安排部署，多次与北京
首农集团、海淀区商委等进行
对接，商谈合作事项，开辟了聊
城优质安全农产品“从聊城田
间到北京餐桌”全过程封闭式
的直供直销模式。

打造聊城农产品整体品
牌，是发挥聊城农业资源优势、
提升聊城农产品竞争力的必经
之路。“食以安为先”。“聊·胜一
筹”的品牌和“放心吃吧，聊城
产的！”品牌口号，基于聊城农
产品长久以来的良好声誉，彰

显出的是聊城农业质量安全这
个最大特征及优势。

自供菜开始，聊城蔬菜的
抽检合格率一直保持100%，在
京城和上海享有良好的声誉。
而这不仅仅成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
手段。

作为“中华蔬菜第一市”的
聊城，一直高度重视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全市在山东省率先
建成了市、县两级全覆盖的农
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并在山
东省第一家提出整建制创建农
产品质量安全市，以市政府令
下发了《聊城市禁止销售使用
剧毒高毒农药管理规定》，将全
市整建制设为剧毒高毒农药禁
止销售、使用区域。

为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全
市着力构建了“标准化生产基
地+检测机构+专业化物流配

送”的农产品经营模式。市、县
农业部门向进京蔬菜直供企业
推荐规范运作的标准化生产基
地，由企业向基地下订单，基地
按要求备货，并由专业检测机
构对每批产品进行检测，检测
合格后的农产品由专业物流公
司全程封闭冷链运输，到京后
再由北京联采联购集团直接配
送到各大商超和社区。

目前，聊城安全农产品已
覆盖北京200多个商超、社区和
大型机关单位，每天进京的蔬菜
达到了20万斤，全市数十家企
业、合作社与上海签订了购销协
议，并在上海最大的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内设立了“聊·胜一筹”
聊城安全农产品形象店。

全省率先实现安全

追溯体系全覆盖

“冠县鸭梨、莘县蘑菇、高唐

驴肉、茌平圆铃大枣、东阿小
麦、东昌葫芦，中国香瓜之乡、
中国双孢菇之乡、鲁西黄牛之
乡、中国阿胶之乡、中国鸭梨之
乡、圆铃大枣之乡等等”如今，
这一面面金字招牌，拥有了统
一的品牌形象“聊·胜一筹”，凝
聚起外闯市场的强大合力。

“聊·胜一筹”整体品牌和
“放心吃吧，聊城产的！”品牌口
号的发出，正是全市加快农产
品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促进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
要举措。

围绕打造品牌，全市强化
属地责任，要求各级政府都要
对属地内的食品安全负责，把
工作落到实处。开展专项整治，
推进标准化生产，制定蔬菜质
量标准，重点抓好家庭农场、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等规模化生产
主体，指导基地按标准生产。完

善追溯体系，从产地到销地，从
农田到餐桌，抓住关键环节，建
立严密的生产记录等。

聊城在全省第一家提出整
建制自创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投入资金1143万元，在市县两
级全部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
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县安
全追溯体系全覆盖。与此同时，
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

一系列举措，不仅有力保
证了“舌尖上的安全”，更让聊
城农产品高端优质形象日渐深
入人心，为聊城精致农产品走
向广阔市场打开了“绿色通
道”。聊城农产品树立了统一的
品牌形象，以其为引领，聊城农
业发展优势进一步凸显，现代
农业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品
牌建设的大力推进，为聊城农
业发展增创一系列新优势，引
领聊城步入现代农业发展快车
道。

聊城的特色乡村旅游点。（资料片） 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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