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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旅发委部署，2017
年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启动了

“送智下乡”、“送教入户”活动。
先后在东营、临沂、滨州、枣庄等
地进行专家指导、专家授课活
动。枣庄是本次活动的第四站，
也是2017年的收官之作。

12月21日下午2点，专家团
队从济南西站坐高铁出发，43
分钟就到达滕州东站。当天下
午旅游民宿专家考察了山亭区
颇具特色的石头部落和柜族部
落。这两个民宿的想象力、创造

力赢得了专家的肯定和赞许。
22日上午九时，山东省旅

游饭店协会派来的专家团队针
对当地的乡村旅游、乡村饭
店、乡村客栈民宿品质提升和
服务规范进行了培训和宣导。
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会长、智
库专家主任委员何庄龙作了开
班讲话。他提出绿水青山要变
成金山银山需要通过乡村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个过程
需要想象力、创造力和制造
力。不能让贫穷限制了我们的
想象力。他说在做乡村经济文
章时，要抓住大城市人的乡愁
心理，美好的乡村生活、美丽

的田园风光，是都市人向往的
生活。每一个地方的乡村经济
都有特殊地域性，要有情怀才
能吸引更多人，留住更多人的
脚步。乡村旅游要讲乡村故
事，要讲人性，要讲人文，要
讲人情，有情怀的乡村旅游、
民宿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本次培训班的主讲嘉宾一
位是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常务
副会长、国家级星评员、智库专
家委员马尚英女士，另一位主讲
嘉宾山东省师范大学旅游管理
系主任、省级星评员、智库专家
委员孙凤芝女士。参加培训班的
人员是枣庄各区市的乡村旅游

的管理部门和从业者，枣庄市旅
发委、枣庄市旅游饭店协会对本

次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并积极
参与组织了本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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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旅旅游游用用美美食食留留住住游游客客
——— 专访山东省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孙凤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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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乡村特色美食、体验
农耕文化、欣赏民俗文化越来
越成为乡村旅游的魅力之处。
游客对乡村旅游品质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现如今全社会对于
食品安全也是高度关注，乡村
特色美食更是备受推崇，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出
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扶持政策，
全省各地的乡村旅游也相继开
展，正在逐步掀起高潮。

谈及如何把乡村特色餐
饮菜品与游客分享？如何吸引
更多的人来当地乡村旅游？对
此记者采访了山东省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系主任、省级星评员、
智库专家委员孙凤芝女士。

重视旅游餐饮卫生
提升乡村旅游质量

乡村旅游餐饮的卫生是提
升旅游质量的一个重点，孙凤
芝教授认为，《山东省乡村旅游
提档升级工作方案》的出台对
乡村旅游的餐饮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她说，首先是环境
整洁优美：旅游、卫生等主管
部门和当地政府协同合作，出
台乡村旅游景点区域中环境和
餐饮卫生标准和规范，做到严
格标准，处理好垃圾，确保有整
洁美观的环境；其次是，餐饮人
员个人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卫
生习惯和规范、整洁的仪容仪
表，必须严格按照《食品卫生
法》第二十六条的明确规定执
行。需要细化落实到到每一个
工具和每一个步骤。

乡村旅游食品卫生提档升
级是旅游品质提升的重头戏，
也是旅游安全的重点之一。孙

凤芝教授说，食品采购是关
键，采购人员应严格执行按照
卫生法规。注意食品加工卫生
安全，烹调前应认真检查待加
工食品。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
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得进
行烹调加工。注意食材安全，广
览群书，学习食材安全知识。在
蔬菜水果类、肉类、海鲜类、主
食类食材，应注意其不安全因
素；选购新鲜、时令相符的食
材，做到食用前浸泡清洗或削
皮；划定易中毒蔬果。

旅游菜品推陈出新
体现地域特色

乡村旅游餐饮的定位非常
关键，一是突出地域特色，二
是传统菜创新。乡村旅游餐饮
菜品的设置应从以下几个类型
开始：耕牛菜，是餐馆薄利多销
的项目，属于低利润菜；明星
菜，是餐馆的宣传和主要盈利
菜品，具有特色且成本低，对这

种菜应保留，且放在菜单显眼
处；问题菜，是指没有特色但高
利润的菜，可以迎合一些喜欢
高消费的游客；瘦狗菜，是指无
特色、低利润的菜品，这种菜没
有特色、利润也低，就可以取
消。在菜品创新方面，要开辟新
视野新思维，注重本地传统菜
的推陈出新。创新制度：建立看
台制度：每餐必看，厨师长与主
力厨师分析客剩菜品，注意听
取值台服务员掌握的客情信
息。厨师应定期创新菜品，每月
至少1—2道创新菜品，并接受
游客检验。

利用新媒体优势
塑品牌、强宣传

新时期的乡村旅游要做
大做强，运营者必须注重利
用新媒体把乡村旅游品牌的
定位、推介、塑造，最大程
度吸引消费者,让消费者乐于
去游玩消费，竖旗自己的品

牌，让自己的乡村旅游景点
脱颖而出，成为城乡旅游大
军的旅游目的地。具体要做
好两点：一是千方百计抓好
“互联网+”和四微宣传。
“互联网+”和四微是时代旅
游宣传营销新常态，电商成
为旅游交易的主方式、手机
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工具、微
信成为旅游信息的主入口、分
享成为旅游传播的主渠道。四
微(微信、微博、微视频、微官
网)成为旅游宣传的主方式。数
据成为旅游促销的主依据。整
合(产品整合、线路整合、要素
整合、信息整合)成为旅游营销
的主要任务。二是利用新型媒
体迎合游客需求，不断制造旅
游热点，实现游客的消费转换，
吸引旅游群体不断加入。要注
重旅游互动，实现精准定位，
关注营销效果。如：微博营销
中微博矩阵、话题炒作、口碑
策略、景点导览、电子门票优
惠促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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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个地方旅游住民宿，
吃当地的正宗特色美食，是越
来越多人乡村旅游的首要选
择。”乡村旅游的发展是我省
未来乡村经济规模化和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
增收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如
何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牌，提
升服务质量，实现乡村旅游产
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山东省
旅游饭店协会会长、智库专家
主任委员何庄龙出席并发表讲
话，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常务
副会长、国家级星评员、智库
专家委员马尚英女士受邀进行
了授课。

促乡村旅游业发
展对于脱贫、乡村振
兴意义重大

对于记者的采访，马尚英
女士向记者介绍了举办本次培
训班的意义：省饭店旅游协会
举办“送智下乡”、“送教入户”
培训班，切合中央十九大精神
和全省旅游业发展的实际，对
我省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将会起
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培训班
上，马尚英女士为来自乡村旅
游服务一线的学员们进行授
课，仔细分析了全国乡村旅游
发展的现状、趋势、地位及经济
作用；解读了省政府《关于印发
山东省乡村旅游提升升级方
案》和优秀案例分享，同时，还
讲授了乡村饭店、客栈、民宿
(农家乐)的管理(房务管理)、
旅游品质提升及服务流程的规
范。这对于学员来说无疑是很

好的学习和提升。
尚英女士介绍说，近年来，

我省乡村旅游规模不断壮大，
乡村旅游区接待服务设备逐步
完善，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硬件
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不断
得到提升，环境卫生条件逐步
改善。但是发展还极不平衡，除
少数乡村游点非常有特色，服
务很好外，大部分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

农村发展

记者了解到省政府于今年
6月1日印发了《山东省乡村旅
游提档升级工作方案》，为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旅
游强省建设的部署要求，充分
发挥乡村旅游在新旧动能转换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调
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农
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新农村建

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旅游需求，加快乡村旅游提档
升级。这个《方案》确定了我
省乡村旅游未来的发展目标：
2020年，消费达到3600亿元，
吸纳200万农民就业；8个乡村
旅游连绵带、100个乡村旅游
集群片区；300个乡村旅游园
区、100个旅游小镇，建成一批
精品酒店、民宿。

乡村旅游正在成为现代农
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推动
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首先是将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
能向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生态
保护、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拓展，
保障农民收入“四季不断”。其
次是高度重视和支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实现休闲农
业的产业融合；再次是乡村旅
游要大力发展个性化乡村旅游
产品，实现乡村旅游的特色化、
精品化。各个村镇实行诸如“一
村一品”“一户一业态”。乡村旅

游产品要注重优质的前提下进
行多样性创新。为此，山东省扶
持力度很大，每一个县都做乡
村旅游规划，省政府给予每县
乡村旅游规划资金支持。通过
乡村旅游与实现“三农”目标相
结合。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农村、
农民、农业问题，推动社会小康
目标的实现。

对于如何改善和提升我省
的乡村旅游质量，马尚英女士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乡村
旅游要很好地与当地的特色农
业或其他产业相结合；打造自
身的特色服务内容和品牌，要
有发展定位和长远发展规划；
二是对从事乡村旅游的经营户
要制定管理标准，规范经营，
提升服务质量；三是环保意识
要增强，基层政府和主管部门
要采取措施集中处理污水、垃
圾根本解决脏乱差的问题。这
样才能有效提升乡村游的水平
和质量。

打打造造特特色色品品牌牌，，做做强强山山东东乡乡村村旅旅游游产产业业
——— 专访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常务副会长马尚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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