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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齐鲁·美丽乡村

文/片/视频 本报记者 张琪

如果想要抛开城市的喧
嚣与繁华，寻找一片宁静，淄
博市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坐落在黄
河南岸的蓑衣樊村，三面环
水，有着“北方水乡”的美称，
在这里可以乘一叶扁舟，穿梭
在千亩荷塘中，感受稻田飘

香。近年来，蓑衣樊村依托国
际温泉慢城建设，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以独特的风光和生
态，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湿地景
观，2015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
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原生态“慢”生活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
雨不须归。”走进村子，一排排
白墙碧瓦房整齐地排列在宽
敞的村路中，每一所屋子的墙
上，或是一首首诗歌，或是一
幅幅精美的彩绘，在蓑衣樊村
党支部书记司国营看来，这象

征着村民的生活安逸祥和，充
满了希望。

2014年，蓑衣樊村依托自
身优势资源，按照“吃住行游
购娱”的配套发展模式，首先
对乡村进行美化，整修了道路
和房屋，改造了电网和污水处
理，让村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
质的改变。同时，开发30多家
农家乐和民宿，主打黄河鲤鱼
特色，形成了让村民为自己

“打工”的模式，良好的发展趋
势吸引了不少在外打工的村
民回乡发展。之前在城里上班
的司晓军，现在是一家民宿的
老板，他告诉记者，“看到了村
子发展得这么好，去年5月我
就回家开民宿了，收入可观。”

环湖行走，找到一处临湖
赏荷的好去处——— 一栋栋装
修精致的“养生小木屋”。记者
了解到，像这样的小木屋共有
17间，每到周末或假期，房间
总会供不应求。

三面环水，千亩荷塘，利用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2017年，
蓑衣樊村开始打造休闲垂钓、
湿地泛舟等项目，让游客来到
村中不单单是品美食、住宿，更
多的是休闲放松与享受体验，
开启一段“慢生活”。在这里，游
客可以乘船赏荷，与野鸭嬉戏，

可以骑车沿环湖慢车道欣赏风
景，还可以一马扎一鱼竿钓螃
蟹、钓龙虾。据司国营介绍，稻田
每亩可产螃蟹100斤，龙虾150
斤，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会举
行“钓蟹节”，这种新鲜的垂钓模
式成为蓑衣樊村乡村旅游的一
大亮点。与此同时，蓑衣樊村将
50亩葡萄园，打造成采摘园，让
游客们与自然亲密接触，体验原
生态采摘带来的无限乐趣。

凭借优质的自然资源以及
多样化的休闲体验项目，蓑衣
樊村快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
集游玩、休闲、体验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旅游乡村，客流量逐年
增长，据统计，今年十一期间，
每天游客量可达1万人次。

成立公司多栖发展

为发展乡村旅游，早在
2013年，蓑衣樊村便成立了淄
博大芦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同时为了充分调动村民的积
极性，成立了“蓑衣水乡乡村
旅游合作社”。据了解，在合作
社中，所有的村民都是社员，
集体经济的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让旅游管理日趋规范。

蓑衣樊村村委会主任赵光
月说，公司主要包括“蓑衣客

栈”、“养生小木屋”等，独具特色
的餐饮会议服务受到了不少企
业单位的青睐，据了解，最近的
会议接待已经排至11月中下旬。

据淄博大芦湖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德永介绍，除
了餐饮、会议、住宿，公司还逐
步开发了亲子游、研学游、拓展
训练等项目，“我们会根据合作
伙伴的需求，为他们定制个性
化的服务内容，研学游主要是
农事的体验，让孩子们认识农
作物，干农活；拓展训练方面，
我们有自己的拓展团队，忙不
过来时，我们也会外聘。”

公司成立之后，也给村民
带来了许多优惠政策。为村民
提供了众多岗位，解决了他们
就业难、收入少的难题。“很多
家庭妇女，不用再跑出去工作
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则
可以去农庄工作，一天至少可
以挣到80块钱。”刘德永说道。

青青箬箬笠笠，，绿绿蓑蓑衣衣，，斜斜风风细细雨雨不不须须归归
淄博蓑衣樊村：打造游玩、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居慢生活

千千年年礼礼乐乐归归东东鲁鲁，，““杏杏坛坛圣圣梦梦””今今安安在在

温涛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
衣冠拜素王”，作为孔子故里，
曲阜旅游是“山水圣人”线上
的龙头，也是山东游的旗帜。
如何将这厚重的文化活起来，
却并非易事，比如曲阜的“杏
坛圣梦”，就是一个缩影。

“杏坛圣梦”曾是曲阜倾力
打造的一场大型广场乐舞，堪称
大手笔。当时上演时，还去看过，
很震撼，该演出也被作为每年孔
子文化节重头戏。但前一阵去曲
阜的时候，从朋友那得知，杏坛
剧场的演出前几年就停了。

“杏坛圣梦”当年是肩负
重任并被寄予厚望。作为传统
的文化观光目的地，大多数游
客到了曲阜看看“三孔”就走
了。“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留
不住人，也就挣不到更多的旅
游收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杏坛圣梦”应运而生，并于
2001年上演，其主要目的，就
是让曲阜的文化游活起来，让
游客住下来，从而实现传统观
光游模式的突围和转变。

曲阜市也下了大力气，邀
请全国一流的编剧、导演、舞
美、灯光、音响合力打造，斥资
3 0 0 0万元建的剧场占地1万
米，可以容纳观众3000人，有
数百名演员，号称“开创长江
以北大广场式主题旅游文化
演艺先河”。2009年，又投资
5600万元，将杏坛剧场整修，
演出大型原创舞剧“孔子”。

曲阜虽古老，但很多旅游

的探索，却走在全国前列：一年
一度的孔子文化节，是我国最
早的一批旅游节庆；孔子故里
游也是最早走向国际市场的产
品；阙里古乐舞是当时全国仅
次于西安唐乐舞的酒店演出；
与深圳华侨城的联合，更是国
内旅游体制改革的先例……而

“杏坛圣梦”，在全国的旅游演
艺中也算是领风气之先的。

那时候，旅游演艺项目就
跟现在的互联网热潮一样，是
站在风口上的。各地挖空心思
打造当地的文化“金名片”，官
员和专家们把巴黎红磨坊、美
国百老汇等国际品牌挂在嘴
上，各种实景演出横空出世。

影响最大的，当属张艺谋
执导、2004年正式公演的全国
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
三姐”，投资规模之大、演出效
果之震撼，均引起业界轰动，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印象丽

江、印象大红袍等系列实景演
出相继诞生，并引发跟风效
应，这可是新的摇钱树啊。

据统计，自1982年第一部
旅游演艺作品《仿唐乐舞》问
世以来，旅游演艺历经三十多
年的发展，如今已升级到展演
融合、注重体验的阶段，相关
旅游演艺产品已有300多个。
旅游演艺产品粉墨登场背后是
激烈的竞争，例如古城西安一
地，就有“长恨歌”“梦回大唐”、

“秦俑情”、“驼铃传奇”、“西安千
古情”等多个演出项目扎堆。

高投入背后也蕴含着高风
险，数据显示，多达80%的旅游
演艺项目处于亏损状态，11%的
项目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而真
正盈利的项目仅不到10%。

数据未必完全精确，但足

见现实的骨感和残酷。2014
年，万达集团耗资6000万元试
水旅游业的首个驻场演出项
目“海棠·秀”停演；2017年8
月，“印象刘三姐”的运营公司
广维文华又因资不抵债，宣告
破产，再次震动业界。

作为城市的名片，旅游演
艺项目承载了太多的期望。但
仅靠一台旅游剧目，其实很难
独自形成核心吸引力，演出也
无法脱离整体的旅游环境独
立生存。一座城市的自然和人
文，并非一部剧就能装得下。

据说又有公司接手了杏
坛剧场，消息不确切。古色古
香的剧场还在，只是显得有些
旧了，更像是曲阜旅游的一个
印记，令人有今昔之叹，不知
道它明天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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