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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财富

花为媒，尝到“桃经济”甜头
肥城“桃花节”品牌效应初显
本报记者 李芳芳 熊正君

“马上要举办第十届肥
城‘桃花节’，最近光忙活这
个事了。为了办出特色，各
个 相 关 部门 可 没 少 下 功
夫。”23 日，肥城市委宣传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2010
年 12 月份开始，肥城市旅游
局就展开了征集“桃花节”方
案行动，经过集思广益，最终
确定了“打造中国桃都，建设
美好肥城”的主题。

“还记得 2002 年举办第
一届‘桃花节’的情形，当时
局里尝试着自己表演，总共
也就是七八个节目，观众大
部分是附近村民，根本没有
很大的影响力。”肥城市旅游
局局长刘相伟回忆说。

九年来，肥城“桃花节”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
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办节思
路，充分发挥着商业化运作
的潜力，先后确定了“游桃花
园、品桃花宴、洗桃花浴、购
桃木剑”、“走进桃花园，亲近
大自然”、“吉祥桃都，美好肥
城”等不同主题。

如今，肥城“桃花节”已
经成功举办了九届，也发展
成为国内“四大桃花节”之
一，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出来。

通过历届肥城“桃花节”的举办，肥
城市逐渐把焦点瞄准到了桃产业的规
划上来。近年来，肥城市一直把加快肥
城桃产业的发展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
战略措施来抓，促进了肥城桃产量、质
量和效益的同步提高。

在一份肥城桃产业发展规划中，记
者看到这样的数据：2010 年全市肥城
桃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总产量达到 2
亿公斤；面积和产量比 2003 年翻一番；
绿色食品肥城桃产量达到 1 . 2 亿公斤，
加工企业年加工鲜桃 8000 万公斤；出
口鲜桃及加工产品 4000 万公斤；总产
值达到 3 亿元以上。

“推行肥城桃标准化，不但是提高
肥城桃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改善生
态环境的迫切需要，也是现代农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这既是现代农
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经济全球化的
一种必然趋势。”肥城市宣传部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研究制定一套严格的标准
规范，加强标准化生产的管理和监控，
进而落实全面实施标准化的配套措施。

站在公司规模化经营的角度上，谈
起肥城桃产业的发展，乔善晶表示：“把
分散的桃农组织起来展开合作，进行集
约化经营，大规模地集中种植、收购肥
城桃才是出路。”乔善晶说，逐步建立
市场准入制度，在肥城桃交易市场和
农贸市场实行分区经营或挂牌销售制
度，优质优价。同时做到达不到标准的
商品肥城桃，不能冠以肥城桃商标进
入市场和商场。

“在抓好肥城桃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的同时，抓好龙头企业建设，开拓
市场，培植各类协会和运销服务组织，
拉大加工、销售产业链，增加综合效
益。”乔善晶说，可以完善“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协会+基地+农户”等产
业化组织形式的运行机制，尽快形成
产加销、科工贸一体化，形成市场牵龙
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
格局。“如果肥城桃产业能够达到这样
的状态，那么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
将来打开国际市场也不会成为多大的
难题。”乔善晶说。

根据肥城市旅游局的统计数据
显示，2010 年“第九届桃花节”上共
吸引 124 万人次参观游览，旅游总收
入达到 3. 6 亿元。

如今，“桃花节”俨然成了肥城
市重点打造的“大工程”。肥城市旅
游局局长刘相伟表示，借助“桃花
节”的名声，肥城市基本上与桃相关
的产业都被带活了。“桃经济分为几
个阶段，桃花盛开时为初期，连绵的
花海让人流连忘返，正是农家乐生
意火爆的时候；桃子成熟期，可以带
动肥桃加工业等的发展；另外，桃木
工艺品也成了肥城主推的项目。”

作为肥城桃产业化发展的龙头
企业，山东省肥城桃开发总公司全
面负责肥城桃的开发、生产、科研和
品牌管理。公司总经理乔善晶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每年直接向桃农收
购肥桃 300 吨——— 500 吨，经过统一
包装后，作为礼品桃销往全国各地。
针对一些比较晚熟的硬质桃，统一
收购后，在冷库里暂放一段时间，经
过统一包装作为商品桃销往福建、
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市。乔善晶介
绍，通过收购、销售礼品桃和商品
桃，公司一年的销售总额在 1500 万
左右。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肥桃的种
植户们，在肥城市桃园镇北台村，有
一处将近 200 亩的桃园，是肥城市老
科协桃园有机肥桃栽培特管园。其
负责人阴法坤告诉记者，这 200 亩的
桃园中，有一半是新买下的地，2006
年刚种上的小树，还没进入生产期，
这几年主要依靠原来的 100 多亩桃
园生产。阴法坤介绍，特管园里有将
近 20 亩的采摘园，每年国庆节前后
会迎来大批采摘游客，采摘一个肥
桃 10 元钱，仅这个采摘园一年就有
20 万元——— 40 万元的收入。

刘相伟介绍，肥城的桃木旅游
商品市场目前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光创新设计大赛就能吸引
到北京、河北、江苏、陕西等地的爱
好者前来参与。

刘相伟告诉记者，将要举办的
第十届“桃花节”会更加吸引游客
的眼球，节庆内容丰富，活动创意
新颖。比如有农家小院的农家饭、
桃树认领进桃园、特色餐饮桃花
宴、旅游购物桃木剑、“桃都送吉
祥”系列文化之旅等。

记者了解到，第十届“桃花节”
上的大部分节目编排都是由中国
广播艺术团的专业演员来完成，另
外再穿插上肥城当地的特色节目，
应该算得上是“阳春白雪”和“下里
巴人”的无缝组合了。

“今年的‘桃花节’在往年办节
思路和办节模式的基础上，还将有
新的改进和创新。”肥城市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活动安排与
往年相比，会体现出规模更大、创
意更新、参与性更高的显著特点，
充分挖掘“吃、住、行、游、购、娱”旅
游六大要素。活动也由 6 项增加到
了 8 项，更加注重和游客的参与和
互动性。

同时，第十届“桃花节”上还准
备积极拓展“桃都送吉祥”系列文
化之旅，将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大
赛的规模档次进一步提高，争取
上升到国际水平。

“期间还将举办中国(肥城)国
际桃文化旅游商品博览会，突出
旅游与文化相结合，通过推动旅
游业和桃文化产业的持续、快速
发展，积极构建全市‘一城两节三
线’的旅游发展框架。”这位负责
人介绍说。

“桃花节”

走过九年风雨路
花为媒

规划发展大产业

第十届

挖掘旅游六大要素 桃经济

采摘园年收入几十万

快到一年桃花
盛开时，桃都———
肥城市围绕如何做
好“桃经济”又下起
了功夫。连续举办
了九届的“肥城桃
花节”让肥城市的
桃农、商家和政府
都看到了“桃市场”
广阔的发展前景。
此时，以桃花为媒，
向外延扩张的“桃
经济”发展之路，俨
然成了诸人关注的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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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桃花开时,风景非常美丽。（资料片）

桃花开时，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观赏。（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