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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应像璀璨繁星
枣庄将谋划全域发展乡村旅游，临沂拟创建万户“好客沂蒙人家”

□李芳芳
在沂南县铜井镇有一个村子叫做竹泉村，这

里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通往外界的只有崎
岖的羊肠山路，很多农户家中的石屋有着几十年
的历史，有些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一辈子也没有走
出过山沟。“媳妇难娶，有女外嫁”，一度是对这个
山村状态的最确切表述。

如今，竹泉村摇身一变成为旅游景区，
凭借甘甜的泉水，青翠欲滴的竹林和那些
沧桑的石屋，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去休
闲游玩，这个古老的山间村落像瑰宝一样
闪耀沂南。

竹泉村被挖掘出来后，投资公司在离古
村不远处规划建设了竹泉新村，村民们集体
搬迁到了明亮整洁的新房子里。在古村旅游
的带动下，如今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旅游行业
中来，年轻姑娘考了导游证专门给游客介绍
自己的家乡，青年小伙有的跑起了运输，有的
经营起了生意，还有部分农户在自家开起了
农家乐，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五一当天，我家共接待了30桌客人，比
种地和出去打工都强多了”，原竹泉村村民高
寿贞高兴地说，一年合计下来，纯收入能达到
六七万元，如今的精神面貌也比以前好了许
多。正在竹泉村走访的省长郭树清表示，没想

到村民的收入能这么高，所得基本脱离了农
业生产，而来自三产。

在我省还有诸多类似的乡村旅游点，如
遍布全省的农家乐、渔家乐、采摘观赏、民俗
节庆、特色村、景观镇等多个乡村旅游业态，
已经成为全省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培育了一批像“胶东渔家”、“山海人家”等乡
村旅游品牌。据统计，全省规模化开展乡村旅
游的村庄达到2550个，经营业户4 . 8万户，从业
人员20 . 1万人，乡村旅游总收入由2009年的370

亿元增加到 2 0 1 2年的 9 2 0亿元，年均增长
35 . 5%，超过农业增加值的20%。

最近，山东省旅游局对乡村旅游下了
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乡村旅游是在乡村
地区开展的以乡村自然环境、人居环境、
民俗文化、田园风光以及农业生产为基础
的旅游活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对于促
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环境，保护农业生
产，传承乡村文化，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近期，省长郭树清多次视察乡村旅游，副
省长季缃绮几次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了我
省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省乡村旅游联席会
成员单位也对本系统的水利景区、农家乐、休
闲农业园区、休闲农庄、森林公园、渔家乐等

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了摸底和检查，
全省纳入农业、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旅游
等部门管理的农家乐、渔家乐共627家，但仅
占全省农家乐、渔家乐总量的3 . 3%。

虽然山东乡村旅游起步较早，在整体规
模和发展模式上处于全国领先，但仍然存在
着小、弱、散的情况，档次低，经营粗放。

在6月7日的全省乡村旅游座谈会期间，
枣庄市委书记陈伟打了个比喻：“拿枣庄旅游
来说，台儿庄古城等核心景区是当空皓月，乡
村旅游就应该是璀璨繁星。”枣庄提出要在全
域发展乡村旅游，以新型城镇建设为载体、现
代农业为支撑，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市场
运作为原则，全域资源整合、全域规划引领、
全域标准化管理、全域宣传营销、全域人员培
训，力争2-3年内，实现全市所有乡镇至少拥
有乡村旅游示范点、旅游特色村、三星级以上
农家乐各一处。

同时，临沂市也提出五年时间创建万户
“好客沂蒙人家”的目标，争取点上突破、线上连
接、面上融合，实现全市乡村旅游统一标准、统一
形象、统一宣传、统一营销，在“好客沂蒙人家”的
品牌建设中，积极培育一批特色餐饮、乡村度假、
乡村游乐、乡土购物等特色乡村旅游产品，让多
业态的乡村旅游在临沂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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