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摘节，是一种比较低端的旅游项目，
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困难比较大，因此如何
提高长清自然旅游景点的吸引力，成了一大
难题。”长清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本报多次组织的自驾采摘游活动中，
车友们大都表示，长清的旅游资源的确丰
富，但是交通却是最大的瓶颈。

“如果要去灵岩寺，除了自驾游，别的交
通方式很难到达，因此如果能够开通旅游公
交的话，长清区的旅游人次会有一个较大增
长。”一位车友说。

长清区张夏镇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年
来张夏杏花节的市民挺多，但是大都是有
车族。由于未开通公交车，很多无车市民，
根本就无法来采摘。“如果和南部山区似
的，有公交车可以直达，相信会大大带动
我们的产业。”

此外，长清区新兴的各类采摘节，在旅
游导游标识方面做得还很不尽如人意。对
此，长清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长
清区在104国道上的旅游导游标识已经设置
完毕，但是在西部，特别是往一些景点、节会
里面延伸的旅游标识还比较匮乏，下一步将
进行补充，方便游客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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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就办十几个采摘节
分布各街镇，同质化严重，“采摘节”期待抱团打天下
本报记者 陈伟

张夏玉杏采摘，马

山雪桃采摘，五峰山、万

德大樱桃采摘……据统

计，长清区每年的大小

采摘节有十余个，几乎

涵盖了所有乡镇。但是

采摘节的同质化现象却

十分严重，来长清区旅

游，好像除了“采摘节”

还是“采摘节”，如何保

持长清旅游的持续发

展，成了相关部门无法

回避的问题。

这个怎么样？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一次采摘节，占到当地农民全年收入70%
近日，长清区张夏镇的玉杏采摘

开始了，从2001年开始至今，张夏镇
的杏花节共吸引游客100余万人。

“仅2013年杏花节，就有超过15
万人前来踏青赏花，前来采摘的市民
也超过1 0万人。”张夏镇相关负责人
说。

一年一度的杏花采摘节，不仅是
城区市民的好去处，也是当地村民“掘
金”的最佳机会。

村民张新才家有4亩玉杏果园，每

年都会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采摘，尽管
游客进园会糟蹋大量玉杏，但是相比
到市场上出售，收入仍然非常可观。

“在园子里采摘玉杏，价格每斤比
市场上多3块钱，算下来，一年会多增加
近万元的收入，还不用我们将玉杏摘下
来，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每年能收
入四五万元，占到全年收成的70%。”

早在4月9日，马山镇的三月三传
统山会已经拉开了长清区全年采摘节
的序幕。

地方小吃、杂耍娱乐、唱大戏……
具有浓浓乡土味的山会，每年都会吸
引数万人前来游玩。

“马山每年农历三月三的山会、雪
桃成熟时的采摘节、秋季的山会，都会
吸引大批游客来此游玩。利用山会做
点生意，成了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马山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五峰大樱桃、万德西红柿樱
桃、双泉油菜花等各式采摘节名目繁
多，几乎成了长清旅游的“名片”。

采摘节内容趋同，长期保持吸引力有难度
长清区旅游资源丰富，灵岩寺、五

峰山、大峰山等景区都颇受游客青睐。
但这些景区的游客承载能力有限，因此
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只能以保护为主，
无法再进行大规模开发。由于这些景区
的文化气息较重，使得来此游玩的游客
范围大大缩小。

此种情况下，发展当地特色旅游，
尤其是采摘节，成了长清区旅游发展的
另一动力。

“长清区 2 0 1 2年的旅游人次达
553万，旅游收入也达到两位数增长。
在这其中，各街镇举办的各类节会活
动 ，也 成 为拉动长清旅游的最大动
力。”长清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但是这些采摘节同样存在着或多或少

的问题，比如举办地点分散，难以整体
包装。

该负责人举例说，长清区的樱桃
采摘，有四个主要地点，包括万德、五
峰山等，但是这些采摘地相距都比较
远，在五一、十一假期里，游客虽然很
多，但是一分流，采摘点的规模效应就
显现不出来了。

“而且目前，济南市的各个区县，都
在大力发展乡村采摘，自驾采摘所面临
的竞争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形成品牌、
形成规模的话，长清采摘要想保持持续
发展，有些难度。”

在2013年的两会上，长清区区长张
洪武多次强调，政府要严格规范景区以
及采摘点周边的餐饮服务行业，既要做

到卫生安全，又要做到价格公道。
“只有采摘旅游的相关配套做好

了，对市民的吸引力才能持续增强，吸
引更多游客。”

打破交通瓶颈

整合采摘资源

□一维

长清城区内，很多条马路上坑坑洼
洼，虽然有些已经修补，有些列入了修
补计划，但是随处可见的大坑让人觉
得，这些路面保养质量还是差了点。

长清作为济南的一个区，如何尽快
融入济南都市圈，脱离县城的历史定
位，逐步转变为省会济南的西部新城
区，是个还需要全区上下进一步努力的
问题。比如长清城区面积小，商业活力
不足，城区管理不完善，市政设施也存
在着很多不足。比如，经常害人的路面
坑洼，随意乱窜不顾红灯绿灯的行人，

到处可见的黑出租……
长清区的领导者也认识到了这个

问题，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长清城区给人的感觉仍然游离于
中心城区之外，所以长清城要从片区
开发、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加
大建设力度，提升档次水平，按省会
城区标准，打造新的城市片区，争取
在交通、市政等配套方面，和中心城
区实现无缝对接。现在看来，在交通
和市政配套上，长清区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比如长清汽车站，作为一个距母体
城市——— 济南有一段路程的区县来说，

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长途汽车站，很能
说明问题。为什么迟迟难以修建车站？
难点在什么地方？

细节是城市建设的灵魂，细节，决
定着城市形象树立的成败。这些坑坑洼
洼，也许不见得会造成市民的出行安全
事故，不见得会直接伤害到市民的生命
安全，但却会直接影响长清城区的外部
形象。那些黑乎乎的路灯，也许在某些
人看来是一点点小事，但是对天天从那
里经过的市民来说，黑漆漆的夜路却是
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所以，从执政为
民的角度讲，相关部门还得多用心，勤
修补，把城市细节做好。

西拓东进，济南西部明珠长清区，正
面临着全面的腾飞良机。设区12年，有成
就，更应该认识到差距，如今，该如何抓住
机遇，真正将长清纳入现代化城区，实现
经济的跨越发展？发展环境上还存在哪些
不足？机关作风上，行政效能上，还有哪些
需要改进？本地热点新闻评论，长清区域
人文特点，都欢迎您的关注。

我们《今日长清》陆续推出系列评论
或读者来信，就本地时政热点、新闻事件、
发展环境等现象进行评述，欢迎关注，欢
迎投稿，来稿电子信箱：j n d c z 9 2 8 @
163 .com。来稿请注明署名方式、联系方
式和地址电话等信息，稿件一经采用，即
寄付稿酬。

别让坑洼路败坏城市形象征稿启事

格建议

坐等可取。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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