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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文化旅游融合

聊聊城城培培育育壮壮大大文文化化旅旅游游产产业业集集群群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韩银亮

近年来，聊城市文广新局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文化大发展，大促进，大融合为抓手；狠抓新旧动能转换机遇，大力力挖掘非遗
陈展文化，发展历史运河文化、美丽乡村文化、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断增强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取得了显显著成效。

突出历史文化

全力打造微博之都

聊城古城具有千年历史，
是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城，这
座千年古城与环围的东昌湖，
以及古运河形成了整体而又独
特的城市格局，具有得天独厚
的文化旅游资源。聊城将依托
古城区内各式各样的仿古建
筑，在古城打造成为一座涵盖
人文、自然、民风民俗的博物馆
之城。这对发展旅游、促进古城
浓郁多彩的文化氛围具有重要
意义，也将成为省内、国内一流
的文化博物博览产业群。

根据规划，可划分为专门
性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和综
合性博物馆三类。具体包括特
定内容展示，名人纪念故居、历
史资料收集、综合内容展示等。
古城内的博物馆将以实物陈列
展示及图文并茂的展览形式为
主，以其他增添数字化、多媒
体、互动性内容为辅，展现出包
罗万象、精彩万分、各式各样的
地方特色文化。这些博物馆具
有鲜明的北方传统文化、聊城
特色文化的特点，通过不同历
史断面、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主
题内容在博物馆的集中展示，
把聊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呈现给
游客，丰富千年古城的文化内
涵。

古城筹建的35处博物馆
中，利用景点、城门角楼、保留
历史建筑如新华剧院、老粮仓、
老杂技团排练厅、锻压机床厂
等保留建筑的有25处。在古城

区留出37+10处位置，规划新建
博物馆10处、老建筑改造博物
馆6处、景点内设博物馆14处、
城门角楼博物馆7处、古城四大
街文化博物或展览点10处。这
些中小型博物馆将与古城景点
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城门、角
楼、住宅院落、街道空间、园林
外景等，形成各类微型、小型、
有墙、无墙的专业博物馆、私人
藏品沙龙。目前，冷兵器博物
馆、阿胶博物馆、戏曲文化展览
馆、京剧艺术体验馆、契约博物
馆、老照片博物馆、聊城印刷博
物馆等博物馆已经建成。

突出运河文化

全力打造运河文化小镇

聊城市文广新局积极开展
运河沿线文化市场培育，积极
为运河文化旅游和文化发展作
贡献。着力在搜集文献资料、挖
掘运河文化、普及运河知识、传
承运河文脉，弘扬运河精神方
面，突破地域、行业限制，形成
整体合力，在更高层次上把大
运河这条“活态线性文化遗产”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争做
山东省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排头
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运河沿
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大运河沿线重要城
市，聊城市运河历史遗存丰富，
特色鲜明，文物密度高，在全省
乃至全国运河城市中都占有重
要地位。通过聊城运河文化带
的打造与运河文化遗产的科学
保护、利用，打破地域分割，将

不同城镇串联起来，充分发挥
每一个城镇的特色，加强交流
与合作，构建聊城运河文化长
廊。在聊城境内，京杭运河南起
金堤河交叉口，北入漳卫运河，
途经张秋镇、阿城镇、七级镇、
李海务镇四个古镇，穿过聊城
城区，向北再经梁水镇、魏湾
镇、戴湾镇三个古镇，进入临清
中心城区中州古城，全长97 . 5
公里。该市计划将运河打造成
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
中国的运河：建设国家步道、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山东的运河：
聊城运河经济带、城乡旅游综
合体；要打造文化的运河———
保创共举，活化世遗。要对运河
及其周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打造部分原生态运河环境，对
运河航道进行修复、疏通和连
通，保证游船通航。充分保护并
合理利用历史遗存挖掘运河文
化内涵，拓展运河旅游功能，对
省级及国家级文化遗产进行修
复与挖掘，形成富有韵味的文
化片区和线路。

突出农业文化

全力打造美丽乡村

聊城市文广新局以核心价
值观培育、乡风民风培育、文化
活动普及为载体，通过坚持大
处着眼、细处入手、多层面覆
盖，深入开展农村电影放映工
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一村一
戏和文化志愿者进基层，开展
乡村记忆工程建设和乡村文化
活动中心建设，突出农业文化，
全力打造美丽乡村。

东昌府区堂邑镇打造堂邑
民俗——— 葫芦文化乡村旅游综
合体；依托马颊河林场湿地规
划，打造精品生态湿地公园；度
假区将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为引导，以科学规划为抓手，
全面推进乡村旅游建设。今年
将对姜堤村、刘道之村等创建
成果的旅游特色村进一步提升
优化，力争今年成功创建两个
国家级AAA景区；冠县争取把
中华第一梨园景区打造成鲁西
最大的旅游目的地；莘县突出

“莘莘田园、品味休闲”的形象
定位，深入挖掘整合周边旅游
资源，打造冀鲁豫三省交界地
区最具特色的生态、绿色、观
光、体验美丽乡村旅游地；东阿
将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总抓手，今年将投资2亿
元，抓好鱼山风景区、艾山风景
区、曲山温泉等风景区建设；加

快毛驴主题乐园、阿胶小镇建
设，力争将其创建为国家5A级
景区，成为全国首家工业旅游
5A级景区；依托东阿县洛神湖
环城水系打造，建设光影秀等
夜游项目。

聊城市文广新局负责人王
维峰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围
绕文化振兴战略、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健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文化遗产创造型转化、
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上下功
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
尽责、积极作为，加快推动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
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以扎扎实实的工作
业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为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做出
更大的贡献。

古城内的中国阿胶博物馆。

本报聊城4月16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为
了推进新旧动能转换，2018年，
冠县将着力推进项目建设，打响
节庆品牌，提升全县旅游业知名
度和美誉度，全力推进“九州驿
站——— 梨园聚”项目开发，力争
将中华第一梨园打造成为集旅
游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绿
色餐饮、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鲁西
最大的旅游目的地。

目前冠县有国家AAAA级
景区1处、AAA级景区4处、AA
级景区4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1个，省工业旅游
示范点1个，省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1家，省旅游特色村4家，市乡
村旅游点8个，乡村旅游综合体2
个，星级饭店6家，旅行社14家。
2017年该县接待游客262万人
次，游客消费总额16 .58亿元。

2018年，将全面抓好行业
管理，着力推进项目建设。抓好
梨园大世界项目开发。全力推
进“九州驿站-梨园聚”项目。争

取4月份和投资商水发集团签
订合作协议，然后成立平台公
司和项目主体建设公司，报批
立项、环评、可研等手续。县政
府成立项目推进领导小组，推
动项目实施。争取把中华第一
梨园景区打造成为集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绿色
餐饮、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鲁西
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推进景区
提升，抓好旅游创建工作。以范
寨镇戴里庄村为核心，辐射周
边5个村庄的冠县鲁西现代农
业田园综合体为载体，申报并
创建省级田园综合体。再创一
个AAA级旅游景区——— 中共鲁
西北地委旧址，对萧城实施抢
救性保护工程建设；按照四星
级标准打造两个文化主题酒
店，分别是灵芝文化主题酒店
和黄河故道文化主题酒店，按
照三星级标准打造一处精品民
宿——— 清逸生态园酒店。

依托中华第一梨园品牌优
势，精心筹划和准备，继续办好

第十三届梨园文化观光周暨第
五届农民文化艺术节和第十二
届采摘游园活动暨聊城市第四
届帐篷节活动。同时，创新搞好
北陶镇魏庄村赏花节、斜店辛庄
瓜果节、烟庄联民玫瑰园的玫瑰
节和孔里庄村的民宿文化节，争
取再创全县节庆活动新品牌。

创新整合资源，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按照《全
县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加
强乡村旅游的开发管理工作，
促进乡村旅游经营规范化、标
准化、制度化，打造“平原生态
农业旅游”品牌。整合优势资
源，打造并推广“冠县一日游”、

“冠县二日游”精品线路。由冠
县旅游局、冠县文广新局联合
打造一条红色旅游路线“中共
鲁西北地委旧址——— 六十二烈
士墓——— 血水井——— 鲁西第一
党支部”，抓好“知家乡，爱冠
县”修学游、研学游。着力打造
乡村旅游点，重点打造范寨镇
孔里庄村、北陶镇魏庄村、烟庄

街道的玫瑰园、辛集镇的户外
拓展基地等特色旅游点，全面
带动冠县乡村旅游业发展。加
快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
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抓好“旅游+扶贫”的文章，
充分挖掘贫困村旅游资源，包
括在定远寨镇呼家村打造垂钓
和采摘中心；千户营村重振非

物质文化遗产唢呐文化，打响
“唢呐之乡”的品牌；在辛集军
盘寨村做好村庄环水的文章，
打造“宜居村庄”；充分挖掘范
寨镇孔里庄村特色美食、精品
民宿和林廊花海，打造“美丽村
庄”;打挖掘戴里庄村500余名大
学生资源，打造造戴里庄村“励
志小镇”的品牌。

冠县今年要全力推进梨园项目开发

力力争争将将梨梨园园建建成成鲁鲁西西最最大大旅旅游游目目的的地地

中华第一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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