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域旅游 全景泰安”·肥城市篇

全域旅游是国家旅游局为推动
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做出的重
要决策。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
域旅游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泰安市旅发
委将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作为
建设国际著名遗产地和旅游目的地
城市的有力抓手，开启了全市旅游工
作新篇章。

肥城市以全域旅游理念为引领，紧
紧围绕泰安旅发委提出的“四个一”发
展思路，以大力发展桃文化旅游产业为
核心，积极融入“平安泰山”文化旅游目
的地品牌建设，在景区建设、乡村旅游

开发和桃木产业提升上下功夫，打造北
部历史文化、生态休闲片区，中部桃文
化、红色文化旅游片区及南部乡村民俗
体验三大片区，为争创全域旅游示范县
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着力创建高等级景区。以高等
级景区创建为目标，引导春秋古城、翦
云山等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业态、完善
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景区管理运营水
平，增强景区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积
极争创国家4A级景区。同时，围绕陶
山、牛山开发加大招商力度，努力打造
核心旅游产品和拳头产品。

二是着力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

以乡村旅游品牌创建为抓手，结合旅
游扶贫和旅游厕所革命，以不同主
题、不同定位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旅
游产品，努力将北部李庄、中部刘台、
南部五埠打造成全省知名的乡村旅
游示范点，实现乡村旅游的破题发
展。逐步推动乡村旅游向规模化、特
色化、精品化方向提升，力争打造3处
集中连片发展的乡村旅游片区。

三是着力推进桃木产业提质升
级。加大对桃木商品企业的培植力
度，大力培养“山东省工艺美术名人”
及“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雕刻
人才。积极开展“全国桃木工艺品产

业基地”与“山东省购物旅游示范城
市”创建，把肥城打造为国内领先、国
际知名的桃木工艺品设计、加工、营
销基地。

四是着力积极培育新兴旅游业
态。实施旅游+战略，推进旅游与文
化、教育、体育、休闲服务、传统农业
的相互对接和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研
学旅游、体育旅游、自驾车房车营地
旅游、健康养生等旅游新业态，丰富
旅游产品供给。以凸显地域文化、提
升区域整体形象为根本出发点，创新
桃花节、金秋品桃节活动内容和形
式，不断提升两节品牌影响力。

以以全全域域旅旅游游理理念念为为引引领领 打打造造肥肥城城旅旅游游升升级级版版
肥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孙琪

自创核雕“飞天七仙”

首次参加大赛就获银奖

位于春秋古城门前的桃文化博物
馆，是中国首家桃文化和专业旅游商品
博物馆，展览着4000多件肥城桃木雕刻
精品。20日，记者来到博物馆时，被一组

“梅兰竹菊”核雕作品吸引，4个小桃核
整齐排列，雕工精细。在今年的全国桃
木旅游商品大赛中，该作品获得铜奖。

作品的作者李正勇当时也在馆内，
跟普通的手工艺人不同，李正勇的右手
在2004年一次意外中受伤，只能用左手
进行雕刻。2009年，李正勇首次接触桃木
行业，不过是帮别人打工，近两年，他才
开始自己钻研着，制作核雕作品。在肥
城，正规的核雕产业近几年刚发展起
来，手工艺人很少，更别说像李正勇这
样有些特殊的，他完全没有绘画基础，
制作核雕全靠慢慢自学。

在博物馆里，他为记者模拟了核雕
制作过程。刻刀是他特制的小型刻刀，
制作时坐在凳子上，弯腰弓背，用左手
和右膝盖夹住桃核，左手还要操作刻
刀，不一会时间，颈椎和腰就会很难受。
正常人做好一个核雕需要2天，他则需
要4天左右，“梅兰竹菊”这组作品，他用
了半个月才做好。去年他还做了一组

“飞天七仙”，共7件，首次参加全国桃木
旅游商品大赛，获得了银奖。

李正勇使用的桃核光泽好，材质细

腻，但是很脆，制作时废工废时。“右手
受伤后，心情一度很低落，不过制作核
雕这件事，带给我精神状态和收入的双
重改善，东西主要在朋友圈和网上销
售，销量还可以。”李正勇说，他的每个
作品都不同，根据桃核自身的花纹进行
构思、创作。现在，他的目标指向创作双
面核雕作品。

肥城桃木形成产业链条

打造行业内“肥城模式”

无数个跟李正勇一样潜心钻研的
桃乡人，推动了肥城桃木旅游商品产业
的集群化发展，像“程木匠”，是一个桃
木作品手艺人，现在更是一个品牌。“程
木匠”说的是程银贵，2000年，他来肥城
看桃花，却意外被这里的桃园吸引。“老
百姓把桃木砍了烧火，我觉得挺可惜，
桃木本身也有辟邪的寓意，不如变废为
宝好好利用。”程银贵说。

于是，原本在外地做桃木作品的程
木匠，从此扎根肥城，踏上了制作肥城
桃木产品的路，他也见证了肥城桃木产
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渐成旅游产业
的过程。2001年，程银贵开始投资肥城桃
木，2007年，注册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
厂，2011年，又注册“程木匠”品牌，近期
准备为“程木匠”申报山东省驰名商标。

在他的店里，有肥城桃木做的车
挂、摆件、如意、项链等各种旅游商品。

“刚来肥城的时候，我就是个木匠，做桃

木作品是我的一门手艺。眼看着这个行
当越来越大，桃木作品成了大家欢迎的
旅游商品，成了肥城重点产业，我也觉
得任务越来越重。”程银贵说。

据了解，经过10多年产业化发展，肥
城桃木旅游商品已发展到30多个系列，
4000多个品种，肥城市桃木生产、销售相
关企业，达到160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
目前，全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2亿元，占全
国桃木市场80%以上的份额。肥城这条
县级旅游商品开发的成功之路，也成为
国内旅游商品开发的“肥城模式”。程银
贵说，现在外地客到肥城，临走前总会
带走几件肥城桃木商品，他店里的东西
一点也不愁卖，“很抢手。”

小乡村打起传统文化牌

农家乐4个月来了300桌客人

在仪阳镇，记者亲眼目睹了一片
2000亩地的泰山牡丹文化产业园，30多
家旅行社正组团在这里踩点。红牡丹、
白牡丹，罕见的绿牡丹、黑牡丹等，形
成九大色系、十大花型的牡丹特色园。

园区负责人杨海升介绍，这里从
前是一处山头，经过修整，建成肥城市
会展中心，但会展中心周围土质差，漏
水漏肥，盐碱量也高，本来是不适合牡
丹生长的。2014年9月，历时两年的土壤
改造开工，牡丹园才以如今面貌展示在
游客眼前。园区雇佣了不少散工，多数
来自当地石坞村，每人每天工资50块钱。

57岁的村民马金玲，家里农活不忙
时就来园区干活，园区土地流转还占了
她一亩多地。“这一亩多地，以前我种的
花生、玉米，一年也就1000块钱收入。土
地流转后，每年租金就有900块钱，我还
能多余再挣一份工资，挺好的。”

旅游业发展带动农民“转型”，也带
动了收入增加。在五埠村，乡村旅游近
几年被提上日程，依托老村落保留完好
的石头房子，五埠村开始吸引越来越多
城里人，来体验农村原汁原味的手工
艺，还有纯正的农村文化、风俗习惯。党
支部书记赵同军介绍，今年除夕到大年
初七，村里来了两万多游客，1至4月，村
里18户农家乐已经接待了近300桌游客。

“这个村以前是贫困村，种点核桃，
靠天吃饭。搞起乡村旅游之后，村民思
想扭转了，土地流转给公司运营，大家
开农家乐、小超市、卖农副产品，像黄
豆、山鸡蛋、菜籽油，这都是紧俏品，老
百姓受益很大。”赵同军说。

以桃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

打造北、中、南旅游线

近年来，桃文化旅游，成为肥城旅
游发展的靓丽名片。对于肥城市旅游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副市长孙琪表示，
仍将以发展桃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
重点抓景区建设、乡村旅游开发、桃木
产业提升，全力打造北部历史文化及
生态休闲旅游线，中部桃文化、红色文
化旅游线，南部乡村民俗体验旅游线。

孙琪表示，将瞄准有经验和实力
的大企业、大集团，开展精准招商，做
好北部陶山、牛山景区、翦云山提质升
级，增强景区吸引力，力争实现4A景区
创建的新突破。遵循差异化发展原则，
以不同主题、不同定位打造不同乡村
旅游产品，将北部李庄、中部刘台、南
部五埠打造成全省乡村旅游建设示范
点。

同时，加大对桃木旅游商品企
业的培植力度，努力提升桃木商品
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力争年底成
功创建山东省购物旅游示范
城市、中国桃木工艺品
产业基地。

桃文化串起完整产业链，成旅游商品开发“肥城模式”

外外地地客客到到肥肥城城，，桃桃木木商商品品很很抢抢手手

肥城桃木旅游商品，已经成为靓丽名片。

罕罕见见的的黑黑牡牡

丹丹品品种种，，吸吸引引

游游客客们们目目光光。。

魅力桃乡，这些年渐渐成为肥城对外展示的一张靓丽名片，围绕肥城桃木旅游商品，逐渐形成
完整的桃木产业发展平台，走出一条县级旅游商品开发的成功之路，在国内打响“肥城模式”。同时，
农业游、乡村游、修学游等模式，也进一步丰富了肥城全域旅游版图。

文/片 本报记者 薛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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