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我县旅游工作紧紧依托
“东山、北水、西平原、南蟋蟀”资源优
势，整合资源，多点发力，围绕“设施
先行、资源整合、项目带动、培塑特
色、产品开发”五大重点，主动融入泰
山、曲阜黄金旅游圈，做活“旅游+”文
章，努力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设施先行提供保障。打通中东部
景观旅游大通道，贯穿沿线6个乡镇，
全长120公里，总投资1 . 4亿元。将自然
景观有效串联，扩建桑安口水库(水表
面积4420亩)、月牙河水库(水表面积
1800亩)，持之以恒抓好旅游厕所标准
化建设等，不断增强设施承载能力，

为实现区域融合、发展区域旅游创造
条件。

资源整合串珠连线。深度挖掘
历史文化、自然景观资源，形成宁阳
旅游宣传图册，分类推介，以此为依
托编制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三农体
验游、工业景观游、山水风景游、文
化特色游、民俗休闲游全域旅游体
系。

项目带动促进提升。以旅游强
乡镇为重点，发挥自身优势，强力招
商推进，引导各乡镇明确旅游主攻
项目，做好策划包装，广泛开展招商
引资，加大对上争取力度，促进项目

建设。重点推进文庙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推动复圣文化景区、东方园林
景区、神童山景区、禹王庙等提档升
级，策划打造东疏苗木花卉特色小
镇、复圣家风小镇，积极培育旅游新
亮点。

培塑特色扩大影响。围绕美丽乡
村创建，催生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农
事体验等旅游业态，推树独具特色的
众多“宁阳人家”乡村旅游品牌。做足
做活“蟋蟀、大枣”文章，办好“山东宁
阳梨花节”、“中华蟋蟀文化节”、“中
华宁阳大枣节”等特色节庆活动，举
办观音庵庙会、大伯会等民俗活动，

延伸节会内涵，弥补时令不足，提升
宁阳特色品牌效应。

产品开发品牌经营。搞好旅游商
品开发和展销，建立健全龟山砚、宁
阳大枣、十字绣等旅游商品门类体
系，依托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农副土特
产品销售，支持乡村旅游点在邻近的
景区景点、高速公路服务区，主要交
通干道旅客集散点等设立农副土特
产品销售专区。

下步工作中，我县将牢牢抓住五
大重点不放松，持续发力，努力打造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升级
版，开创宁阳全域旅游新局面。

整整合合资资源源 多多点点发发力力 开开创创全全域域旅旅游游新新局局面面
宁阳县委常委、副县长 赵相鑫

工艺品企业的6个工坊

全部对游客免费开放

很多人经过京台高速宁阳段时，可
能都看到过路边高耸的铜铸石刚当雕
塑，不过却想不到，在这座雕塑之后，还
隐藏着一处“旅游+工业”的示范点。21
日，记者来到这处工业旅游示范点，中
京文化艺术旅游景区，通俗地解释“旅
游+工业”，就是这里是一处工厂，但同
时也是游客随时能进来玩儿的景区。

中京文化艺术旅游景区，于2013年8
月开工建设，以泰安市泰山新世纪景观
饰品公司为平台，公司本身则以生产、
销售艺术制品为主。开工之初，就被列
入宁阳县重点项目，也是宁阳旅游与工
业、文化结合，转型发展的“代表作”之
一。在景区里，铸造、锻造、泥塑、雕刻、
3D、陶艺等6个工坊里，都有工人在紧张
忙碌，这其实就是企业的几个车间。

除了进行生产，这6个工坊里还有
游客免费进入，进行参观，自己动手做
些小物件。泰山新世纪景观饰品公司总
经理张纪军介绍，去年，这里接待了5万
多游客，还有不少外国人看中这里的体
验功能，来自己动手做些陶器、泥塑，景
区也经常迎来一些慕名而来的散客。这
里招聘了120多名熟练工，都是宁阳本地
工人，为当地解决了部分劳动力问题。

“景区位于泰山、大汶口、曲阜山水
圣人黄金旅游专线上的中心位置，定位
是新型全域文旅业态，打造国内文旅新
基地、省内旅游商品集散地、宁阳经济
文化新高地。”张纪军说，酒店、餐饮、商
业地产、生态农业等，都在景区规划内
容之中，二三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
创产值10亿元左右，吸纳帮助就业、创

业上万人，促进宁阳县经济、文化
发展。

偏穷乡村借旅游翻了身

开起动物园，村民拿分红

除了与工业相结合，在宁阳县东疏
镇，观光理念被融入园林发展之中，让东
疏镇这片占地4 . 5万亩的园林，也成为了
著名的乡村旅游品牌。

在东疏镇胡茂村，83岁的闫修德正
在自家院子里做饭，不过他的院子，有
一半已经租给村里，变成了民俗展馆，
展示着200多件农村老物件。每年1000块
钱的租金，让闫大爷很满足。去年8月，
胡茂村依托于东疏园林，挖掘村内文化
要素，修路种花，开始发展起了乡村旅
游。最近两个月，整修老房子，购置马
车、自行车，宅基荒片、垃圾场也都摇身
一变，成了绿草丛生的小公园。

村党支部书记吴延春介绍，虽然发展
乡村旅游时间不长，不过村里现在每逢周

末，每天都会有1000多游客来消遣放松，
宁阳县城、汶上县、兖州市是主要客源地。

“谁会想到，胡茂村这种从前最偏、最穷、
车都开不进来的地方，如今环境整洁，有
了农家乐，有了民宿胡同。这都亏了发展
乡村旅游，让胡茂村大变样。”

大变样的，更是村民的生活。村里
准备利用原有林地打造动物园，占到了
村民孙方同家里的苗圃。“我是党员，苗
圃不要租金，免费给村里用。不过动物
园开始接待游客之后，我可以拿分红。”
孙方同说，原来他只靠种地赚钱，乡村
旅游搞起来之后，绿化、建筑这些活，都
是找当地村民干，他每天能多挣八九十
块，“真是怎么想也想不到，小乡村会有
这种大变化。”

铺路120公里串起六个乡镇

沿线景点串联成线

一睹宁阳风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
是到神童山风景区，想到这里的十里梨
花长廊、百世神童流芳、千年紫藤长青、
万亩枣林飘香。但去往神童山的必经之
路，有些让人望而却步。记者从山脚下
坐车到达景区，一路上，每隔十几秒，手
机屏幕和相机上就会蒙上一层灰尘，山
间景色秀美，脚下的路却尘土飞扬，路
不是很宽，而且陈旧的土路坑坑洼洼。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
善。为了解决旅游交通问题，宁阳县委、
县政府已经启动了120公里旅游大道打
通工程，耗资1 . 4亿，将东部山区东庄、华
丰、瓷窑、堽城、蒋集、葛石等6个乡镇的
路全部打通，并将沿线景区景点串联成
线，带动当地旅游和经济发展。目前，部
分道路已经修通，整洁的水泥路与之前
的土路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修路，还要修庙。在堽城坝南
200米处，坐落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禹王
庙。据清咸丰元年重修《宁阳县志》记
载，禹王庙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员
外郎张盛建坝，因立庙。”经过数百年沧
桑巨变，禹王庙亟待保护。

2015年开始，宁阳县争取资金800万
元，重新启动了禹王庙抢救修缮工程，历
时18个月，修缮了东西院庙门、钟鼓楼、东
西庑、禹王殿、禹王台、碑亭、影壁、围墙、
厕所、进排水消防大门、消防泵房等建筑。
21日记者来到禹王庙时，景区因修缮工程
仍暂停对游客开放，不过，就算为了庙里

“虬枝岐柏”、“禹碑虹渚”这些宁阳八景中
的二景，也是值得一等的。

东山、北水、西平原、南蟋蟀

宁阳整合资源多点发力

“东山、北水、西平原、南蟋蟀”，近
几年，宁阳逐渐挖掘出自身独有的旅游
资源优势，整合资源，多点发力。宁阳县
县委常委、副县长赵相鑫介绍，围绕“设
施先行、资源整合、项目带动、培塑特
色、产品开发”五大重点，宁阳正在主动
融入泰山、曲阜黄金旅游圈，做活“旅游
+”文章，努力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围绕五大重点，宁阳县强化设施建
设，打造并利用好中东部景观旅游大通
道，发挥桑安口水库、月牙河水库周边
区域旅游资源优势，不断增强旅游承载
能力。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自然景观资
源，编制精品旅游线路，形成全域旅游
体系。主攻项目建设，重点推进文庙历
史文化街区建设，推动复圣文化景区、
东疏园林景区、神童山景区、禹王庙等
提档升级，策划打造东疏苗木花卉特色
小镇、复圣家风小镇等特色景区。

同时，围绕美丽乡村创建，催生多
种旅游业态，打造“宁阳人家”，继续办
好宁阳县特色节庆活动。搞好宁阳大
枣、龟山砚、十字绣等地方特色旅游商
品开发，实现品牌效应。通过抓重点带
全域，促进宁阳全域旅游快发展。

融入泰山、曲阜黄金旅游圈，宁阳做活“旅游+”全域文章

手手工工工工坊坊变变景景区区，，一一年年迎迎客客五五万万多多
提起宁阳，不仅有已经成熟的梨花

节、大枣节、蟋蟀等丰富的传统旅游资
源，围绕“旅游+”的全域旅游文章，也
逐渐做活起来。旅游与工业结合为游客
带来新体验，与农村结合为老百姓致富
增收，与文化结合让古庙重焕生机。

文/片 本报记者 薛瑞

■“全域旅游 全景泰安”·宁阳县篇

胡茂村新添的马车，可以带游客在村里撒欢。

工艺师在工坊内忙着生产，游客还可以在旁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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