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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业业资资源源，，民民俗俗文文化化咱咱都都不不缺缺

为为何何就就打打造造不不出出旅旅游游景景点点

把把把脉脉脉乡乡乡村村村民民民俗俗俗游游游
本报记者 李涛

看惯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 ,乡村的青山绿
水更让人觉得可爱。目前国内不少地方都瞅准
这一机遇，把各自的乡村民俗旅游搞的红红火
火，成为当地一大旅游支柱。而说起潍坊的旅游
业，虽然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不缺生态农业,

也有很多民俗文化，但为何乡村旅游业一直不
温不火，难成气候？记者连日走访不少业内人士
和专家，力图用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对潍坊的乡
村旅游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旅游开发建设像赌博

谈及潍坊的乡村民俗旅游，
潍坊市假日旅游公司、潍坊自驾
车旅游俱乐部东风街营业部经
理杜振华很是自豪的向记者推
荐起路线。

“很多人都不知道冬天的黄
瓜是怎样种出来的，我就可以推
荐你去寿光游览，寿光不仅有最
原始的蔬菜种植，如今还有了科
技研发，过去与未来的结合，市
民参观游览必定会有收获。”“青
州回民古街”、“安丘体验农耕生
活、大姜、大葱、樱桃采摘、原生
态的乡村聚落”、“寒亭杨家埠”

“高密三贤、四宝”、“昌邑海边、
渔家乐”......

但如此多的推荐线路，在发
展过程中可谓举步维艰。

“旅游景点的高投入，回收
期的漫长，让很多投资商望而却
步。”杜振华分析说 ,一个新建景
区前二十年基本上就是纯投入
基础建设阶段，中间十年则是宣
传造势阶段，最后一二十年才会
见成效。“如此漫长的周期，让很
多人不敢轻易投资。”

不仅如此，投资一个新景

点，相当于一次赌博，谁也不知
道输赢。景区将来能不能繁荣发
展，谁也不敢断言。

“祖国河山美不美,全靠导游
一张嘴。”杜振华称 ,当前潍坊很
多导游都属于“哑巴导游”类型 ,

因缺乏系统性的业务培训 ,很多
年轻导游对潍坊景点并不是很
熟悉 ,抑或对潍坊的名优小吃和
特产知之甚少 ,勾不起游客的游
览欲望。“我们的导游要是能让
游客听了解说词之后就有一种
前往游览或被美食馋的直咽口
水的境界 ,我们的城市何愁没有
游客前往。”

吃个小笨鸡

要跑一百多公里？

一个旅游景点要想让游客
流连忘返 ,就需要有自己的显著
特色 ,而特色的挖掘就需要找准
定位。潍坊市假日旅游公司、潍
坊自驾车旅游俱乐部东风街营
业部经理杜振华分析说 ,泰安已
将泰山文化做到极致 ,青岛则将
大海游做出品牌 ,潍坊介于两者
之间 ,再想打“山”和“海”的文章
要想超越泰安和青岛需要一定
的时间,而潍坊之前推出的“民俗

游”却很契合潍坊的旅游特点。
当前很多人都生活在高楼

大厦中 ,内心中总会有一种“憋
屈”感 ,找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
媚的日子来一个民俗游 ,感受历
史文化渊源 ,到最原始的地方感
受春耕生活 ,想必心中又是一番
别样情景。而潍坊的杨家埠木版
年画、高密三绝、潍坊风筝博物
馆等民俗游皆是最佳选择。杜振
华说 ,潍坊旅游要想打出品牌特
色 ,潍坊本地旅游市场首先要形
成一条拿得出、叫得响旅游线路,

与此同时也可与省内外旅游线
路相挂靠结合。

在业界潍坊一直被称作是
一个“组团城市”。杜振华表示,潍
坊每年向其他省市输出的游客
在百分之七八十。而引进来的游
玩的游客却少得可怜 ,多年来潍
坊难留“过夜客”的现状一直未
见好转。仅凭风筝会和菜博会,慕
名而来的游客数量有限。

潍坊既有生态农业资源又
有民俗文化根基 ,发展乡村旅游
可谓是条件得天独厚。杜振华告
诉记者，安丘市柘山镇可谓是一
个原生态味道最浓厚的乡镇，放
眼望去满眼的绿色、清新的空气
令人神旷神宜，花生、蝎子、小笨
鸡、小米等土特产更是倍受青
睐。“要想发展乡村游，交通、基
础设施配套，都是一个很关键的
问题。”

而就是这样一个原生态的
地方，交通却有些不方便，土路
坑坑洼洼，雨后充满泥泞，私家
车主怎能放心驾驶自己的爱车
前往。距离潍坊市区一百公里的
距离，单纯去吃一只小笨鸡，长
途跋涉或许有些不值得。即使去
了，单纯的摘摘花生，再无其他
项目，恐怕也有些无聊。

与此同时，基础配套的不完
善，让游客也无所是从，专门的
停车场、干净、整洁的酒店缺失，
难以让游客吃得放心。

每座古村落

都是一本厚重的书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意识到，
古村落的保护，实际上是工业
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
产、非物质遗产以及文化传统的
保护问题。保住了这些古村落，
就可能保住了凝结其中的历史
文化积淀，保住了传统民俗民风
的“活态体现”。作家冯骥才曾大
声疾呼：古村落是中国文化“压
箱底”的宝贝。每座古村落都是
一部厚重的书，千万不要在我们
有机会认真读懂它之前，就让它
永远消失不见。

然而保护古村落，一成不变
就是最好的方式吗？同济大学教
授周俭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
否定的答案。在周俭看来，让古
村落居民保持远古的生活方式
是不人道的，更是不可能的，人

人都有向往现代生活舒适便利
的愿望和权利。

“让建筑的传代自然而顺
畅，并非戛然而止，也许是我们
认为最好的结果。”周俭“就如同
杨丽萍的舞蹈，民族性的血脉中
融入了现代的元素，一个非常自
然而优美的过渡，这才是我们希
望看到的。”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副院长秦瑞鸿对此亦有自
己的看法，很多东西的丢失都是
社会大环境发展的必然结果。但
对于民俗等传统文化的保护并
不能因此而停止。“我们可以借
助数字化来弘扬民俗文化。”

秦瑞鸿表示，当地相关部门
可以将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数字
化手段加以保护，进行光盘刻录
等，通数字化再现当时的情境，
让游客参观博物馆时也不再枯
燥于无声的实物或讲解员的喋
喋不休，通过一盘光碟，可以很
好地将民俗文化再现。

与此同时，秦瑞鸿分析称，
当今很多民俗旅游发展前景黯
淡，有一点不得不说，游客参与
度太低。“就拿杨家埠而言，我们
完全可以让游客参与到风筝的
扎制过程中来，游客可以自己设
计图案，自己制作风筝，缴纳一
部分费用带走自己的作品，岂不
是比单纯的购买一个风筝的附
加值要高一些。”

手握大把资源难发挥优势

说起潍坊的旅游资源 ,那可
谓要山有山 ,要水有水 ,既有生态
农业,又有民俗文化。然而很长时
间以来 ,乡村旅游业却一直是潍
坊经济的一个“短板”,手握大把
的资源却难以发挥它的优势。

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得找个
“师傅”,潍坊旅游界,把目光投向
了江西。2011年,潍坊市旅游局组
织有关旅游企业负责人 ,赴江西
开展旅游对接洽谈活动 ,并考察
学习江西省乡村旅游发展和景
区管理先进经验。

在江西省婺源县 ,考察人员
发现 ,旅游立市已成为新的发展
思路。近年来,婺源县先后开发建
设了江湾、鸳鸯湖、大鄣山峡谷、
彩虹桥、思溪延村、甲路古樟园
等10多个乡村旅游景区 ,而旅游
业发展极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
不断提升。

考察人员发现 ,景区所在乡
村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土
地、山林、房屋、茶园、果园、池塘
等资源 ,因开发旅游 ,使得农村资
源升值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
活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农业产品
的价值的提升。以有机绿色食品
为主导的生态农业 ,将全县划分
为东北生态林茶、中部生态茶
果、西南生态粮牧渔三大生态农
业区,蔬菜、水果、禽蛋、肉类等农
副产品通过制成旅游食品增加

附加值 ,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
径。

旅游兴而后百业旺 ,当地农
民尝到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实
惠 ,就更加积极地投入旅游商品
的生产、加工、经营,一批“星级农
家乐旅游饭店”开始陆续出现。
江湾镇江湾村古村落开发乡村
旅游后,年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
晓起村在旅游开发前是“贫困
村”,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发展乡
村旅游后迅速成为全市有名的

“富裕村”,人均纯收入近万元。
“小桥流水人家”景区李坑村 ,年
旅游收入的45%分配到农户,人均
收入1万多元。

乡村游的新春天

学成归来后 ,考察人员发现
潍坊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既有自
然景观,又能人文景观；既有生态
农业资源,又有民俗文化资源。各
具特色的乡村自然风光 ,丰富多
彩的乡村民俗风情 ,充满情趣的
乡土民间艺术 ,风格迥异的山村
民居建筑 ,富有特色的乡村传统
劳作 ,形态各异的传统农用器具 ,

乡土气息的农事节会活动等 ,都
是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挖掘和利
用的资源。

根据《山东省乡村旅游业振
兴规划》和《潍坊市乡村旅游发
展指导意见》,潍坊市以民俗旅游
为龙头,规划、培育了一批乡村民
俗游、乡村休闲娱乐游、乡村田
园风光游、节会文化观光游、生
态农业观光游等具有一定规模、
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

在此基础上 ,潍坊研究制定
了《乡村旅游示范点评定办法》,

重点培育了安丘辉渠镇、昌乐高
崖等乡村旅游示范标杆 ,带动了
乡村旅游规范化发展。2011年6月
份 ,潍坊市旅游局在安丘辉渠镇
举办了全省首期乡村旅游专题
培训班,对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
旅游强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旅
游特色村党组织书记及重点乡
村旅游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培训 ,

辉渠镇被列为全省乡村旅游发
展重点单位。

同时 ,潍坊还大力发展旅游
合作组织 ,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
展新模式。对寿光三元朱村、青
州清风寨、临朐神农寨等旅游合
作社进行重点培育 ,目前乡村旅
游合作社发展到20家 ,推进了乡
村旅游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

乡村旅游成为潍坊旅游业发
展的新亮点,也取得了一系列耀眼
的成绩。目前省级旅游强乡镇23

个、旅游特色村12个，农业旅游示
范点增加到27个。大力发展旅游合
作组织，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
模式。对寿光三元朱村、青州清风
寨、临朐神农寨等旅游合作社进行
重点培育，目前乡村旅游合作
社发展到20余家。

潍坊市滨海北海渔盐文化节，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杨家埠的年画闻名
海内外（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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