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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将出台文件促进乡村游发展，力破小、散、弱现状

乡村旅游不能只是农家乐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采摘+农家乐”

模式十年未变
记者在省内济南、青岛等大城

市周边采访发现，各市环城乡村旅
游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能够代表
旅游业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乡村休
闲度假产业，依然寥寥无几。甚至在
不少旅游业内人士心目中，乡村旅
游直接与农家乐画等号。

在9日进行的全省旅游发展
务虚会上，青岛胶州市旅游局局
长林从森感慨，尽管呼声、人气都
很高，但近十年青岛乡村旅游“采
摘+农家乐”的模式几乎没有变
化。因为规模小、受季节影响明

显，胶州、即墨、胶南等地乡村游
依然是小打小闹，无法满足游客
住、行、购、娱等多层次需要。

而在济南，历城南部山区几乎
就是济南乡村旅游的代名词。据不
完全统计，南部山区节假日一天可
接待10万辆车、约50万人次，平时每
天揽客万人次以上。但是，当下南部
山区农家乐存在没有规划、无序竞
争等突出问题。农家乐尽管人气颇
高，但卫生状况难言放心。

乡村游需要

令人放心的厨厕
与国内的低层次、低质化角

色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乡村旅

游都是高端旅游的代表。像葡萄
酒庄、乡村滑雪、海钓及众多旅游
小镇等，吸引着大量游客。

国内也不乏榜样，在有着中
国农家乐第一村之称的四川郫县
农科村，其业态已经由浅层次的
观光游，迈入乡村休闲度假甚至
乡村生活的新阶段。一些农家乐
经营业户一次可接待数百人参加
的全国性会议。

其实，对不少游客来说，乡村
游最令人不放心的就是厨房和厕
所。在本月省政府召集的一次会
议上，省领导提出，我省将发起乡
村旅游点“改厨改厕”工程，省级
和地方财政将给乡村旅游建设补
贴，添置冲水马桶等。

下一步打造

10大乡村游品牌
省旅游局局长于冲透露，我

省即将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旅
游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
强省的决议》和《关于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预
示山东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
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为发展山东乡村旅游、打造
品牌，下一步我省将集中打造10
个乡村游品牌：胶东人家、沂蒙人
家、水浒人家、运河人家、黄河人
家、泰山人家、岛上人家、圣地人
家、鲁艺人家、湖上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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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南长清区的一
处乡村旅游景点。

公务卡提现

单日不能超3万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 (通
讯员 王海红 迟铭奎 记
者 王茂林) 近日，山东省
财政厅联合省监察厅、省审计
厅、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研
究制定了《山东省省级预算单
位实施公务卡制度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深入推进省
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制度，发
挥公务卡制度在规范公务支
出、预防腐败等方面的优势。

《办法》规定，预算单位单
日提取现金一般不应超过3万
元，年度提取现金一般不应超
过当年基本支出预算的3%。
确需超规定提取现金的要向
省财政厅提出书面申请。同
时，《办法》对预算单位发生公
务支出，可以使用现金的范围
进行了规定。

《办法》进一步明确省财
政厅、省监察厅、省审计厅和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的监
督检查职责，并将依托动态监
控系统对预算单位公务卡消
费支出及现金提取情况实行
动态监控。

根 据 公 务 卡 制 度 建
设 、年 度 提 取 现 金 占 公 务
卡 结 算 金 额 比 重 等 情 况 ，
建立省级预算单位实施公
务 卡 表 彰 奖 励 制 度 、年 度
部门预决算考核评比挂钩
制度。同时，建立省级预算
单位公务卡制度实施情况
季度通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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