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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 全景泰安”·岱岳区篇

天颐湖打造组合式度假区

全域旅游“袖珍版”落地

19日上午，记者来到泰山天颐湖
旅游度假区。经过全面提档升级后，
景区全新面向游客开放，待客数量已
突破60万人次。万亩湖面、千亩花海、
金色沙滩、老爷车博览馆、儿童职业
体验、风洞等多种业态，互相融合。空
气清新，花香袭人，这个春天，天颐湖
成为泰安旅游中一道亮丽的色彩。

“开放、融合、共建、共享，这是天
颐湖的运营理念，也是全域旅游的很
好落地。整个天颐湖，可以说是袖珍
版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张晓国总经
理说。从最初收取门票，到免费开放
沙滩，还景区给游客；从平淡无奇到
一周一活动、一月一亮点；从最初的
单一景区，到如今打造成组合式度假
区，天颐湖为广大游客呈现出一个集
观光游览、特色体验、舒适配套于一
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胜地。

泰山花海万株郁金香开启怒放模
式，动物园里的羊驼、孔雀、矮马、荷
兰猪负责集体“卖萌”。累了就在金沙
滩上歇歇脚，歇够了就去附近的老爷
车博物馆转转，或是带着孩子去梦想
小镇，体验各种职业。想来点刺激就
去飞行体验馆，享受徜徉在天的感
觉。在天颐湖，男女老少都能找到自
己的那盘“菜”。

与水相关的，还有被誉为“泰城
巨肺”的泮河公园。记者来到泮河公
园时，立即被音乐喷泉吸引了视线。
音乐时而动感、时而舒缓，水柱腾空
而起、水型交错舒展、水汽缓缓散开，
夜间在灯光衬托下会更美。公园的
水、水上的桥、桥上的风景，共同构成
一处休闲畅游好去处。

旧平房摇身变“香水”屋

千年古镇焕发新活力

大汶口位于泰山南麓，大汶河北
岸，因大汶口文化发祥而享誉于世。蜿
蜒的河流流动着乡村的信息，2012年，
大汶口镇山西街村因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及保存完好、独具特色的明清建筑群
落，而被收入中国首批传统村落名录。
在如今的明石桥上，每天清晨、傍晚，仍
会有牧羊人赶着他的羊群，准时从桥上
经过。

石板路、石头房、亘古悠远的古镇
风味，独有的村落符号召唤了有心人。
2015年，由北京中天伟路负责建设的一
次复兴计划在这里正式启动，山西街村
被列入示范点。仅仅两年，有了村子如
今焕然一新的面貌。艺术家和建筑师
们，将现代生活的便利融入古建筑，打
造了山西街村乡奢艺术酒店。

清 澈 泳 池 、阳 光 花 房 、观 景 平
台……这一场景并不是地中海，而是乡
奢艺术酒店中的一处院落，名叫“香
水”，可以容纳一家人住宿。“香水”原址
是一处有4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从前
的主人叫张文全，今年已经62岁了。经
过改建后，他那破烂又灰头土脸、无人
问津的旧平房，成了大家在朋友圈争相
晒照的“香饽饽”，漂亮又文艺，连他自
己都没想到。

“院子里原来的花椒树、核桃树、葡
萄树都保留了，屋子里一些旧家具也保
留了下来。在院子里，白天闻花香、听水
声，晚上到房顶上，看星星看月亮，意境
很美。”张文全说。

像“香水”这样的酒店主题院落，山
西街村一期已经完成16处，其他院落也
在陆续改建中。当初老户搬迁时，张文
全也算带头人，很多不愿意走的人，都
是被他劝服的。村里70多户人家，基本

都已同意搬迁，现在在外面租房住，每
月还有500块钱租房补贴。不过今年5
月，他们就能住进崭新的回迁安置房
里，距离他们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只有
四五里路。

从大城市嫁到小村子

旅游让失落的心找回自信

张文全还有一个艺名，叫做“汶
艺”，因为他酷爱画画、又懂文化，村民
便给他起了这个名字。现在，大爷被酒
店聘为了院落管家，每个月又多了一笔
千元收入，平时维护院落之余，也负责
接待游客、当当导游、画画古镇的历史
民俗。守着古镇、看着“香水”、精气神
好，大爷说自己荷包渐渐鼓起来，日子
也过得越发有劲。

在山西街村，不少村民都操着标准
普通话，倒是稀罕，而这也正是旅游发
展，为当地老百姓带来的改变。在乡奢
艺术酒店，80%员工都是当地村民，在采
访中，最常听他们说起的就是充实、高
兴、自豪、舒心这种词，感觉到他们发自
内心的幸福。

31岁的肖雲燕，是从嘉兴嫁到山西街
村的媳妇，从前在杭州做过导游。辞掉大
城市工作，刚从城市到农村时，肖雲燕十
分消沉。没想到赶上大汶口古镇开发的机
遇，她有了现在解说员的工作，生活变得
充实起来，也找回了自信。她的同事王秀
桂，今年40岁，辞掉工厂工作，到酒店做了
餐厅服务员，虽然工资没什么变化，不过
心情却大为不同。“我学了普通话，学了文
化知识，精神面貌也好了，看着周围环境，
工作舒心得很。”

这几年，道朗镇里峪村的乡村旅游
热了起来，与山村环境一起变好的，还
有村民们的生活。2013年，王凤英成为
参与里峪村“改厨改厕”的第一户人家，
2014年开春，她的农家乐开始源源不断

地接待客人。从前，打铁、养猪、种地，王
凤英家每年收入在三四万左右。2014
年，光靠经营农家乐，她就赚了六万多。

2015年，电视剧《我和我的小姨子
们》在里峪村拍摄，王凤英家里接待了
剧组演员，当年收入达到18万元。里峪
的乡村旅游火了，其他村民也坐不住
了，相继开起农家乐，数量一下子增长
到18家。王凤英说，从前和现在都累，但
心情不一样了，是乡村旅游改变了她的
生活。“以前只能看着山，靠天吃饭。现
在不同了，四季都有客人，再忙再累也
开心。”

“旅游+”拉动力显现

一切都可以成为旅游

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建管模式，
破除不适宜当前旅游发展的旧机制，岱
岳区全域旅游发展新机制得到完善。以
天颐湖旅游度假区为例，在项目融资方
面，通过争取国家水库除险加固资金和
水生态治理资金、融资平台联合向国家
政策性银行融资、国有平台公司独资、
民营公司独资等方式，解决了项目资金
问题，项目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围绕“泰山观光 岱岳休闲”
定位，把一切要素变成旅游，岱岳区全
域旅游正展现出新格局。

在大汶口古镇，自然村落完好保留
下来，这是它的原生态魅力。另一方面，
艺术创新、虚拟古镇等赶时髦的元素，
也给它带来新的活力。“旅游+文化”，挖
掘出了泰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种文
化资源的旅游价值。

“旅游+扶贫”，则带动了广大农民
致富。据了解，目前，岱岳区已有18个贫
困村，被省旅游局列入省市级旅游贫困
村项目库，对上争取扶贫资金60余万
元，累计直接带动贫困地区1 . 2万人、间
接带动2万人就业创业，2200名贫困人
口脱贫。在道朗镇朱家洼村，有一处“市
民菜园”扶贫项目，整合土地，指导贫困
户种植绿色、应季蔬菜助力脱贫。

此外，还有“旅游+民生”，加快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环境，景区免
费或优惠向游客开放；“旅游+体育”，如
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将飞行员专用设备，
与旅游结合，打造风洞项目；“旅游+农
业”，开发观光农园、采摘田园、教育农
园、休闲农场……“旅游+”的拉动力、
融合力，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展
示出来，拓展了旅游发展空
间。

“旅游”+“一切”助力岱岳区全域旅游新格局形成

小小院院办办起起农农家家乐乐，，一一年年能能赚赚1188万万

▲民俗里峪，有山有水，

成为热门乡村游目的地。

▲泮河公园成为市民休

闲好去处。

大汶口乡奢艺术酒店，富

有小资气息的游泳池。

通过创新运营模式、发挥“旅游+”拉动力等举措，岱岳区全域旅游大格局、新格局逐步成型。在全域旅游的全新背景
下，景区、景点焕发新的生机，乡村旅游异军突起，里峪村民开起农家乐，从年赚6万到年赚18万，收入高了，心情也好了。

文/片 本报记者 薛瑞

泰山花海，万株郁金香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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