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吊吊桥桥没没了了，，建建筑筑统统一一，，特特色色还还在在吗吗
南山门牙片区农家乐提升改造初具规模，全面开业尚需时日

旅游规划专家：

农家乐不仅仅是

炖只鸡吃这么简单

跑马岭：

动物园还没搬走

农家乐先“饿”死了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万兵
实习生 刘成溪） 去年10月

份，有传言称济南跑马岭野生动
物世界要搬迁，此事后来也得到
了证实。近一年过去了，动物们还
没搬家，跑马岭附近的农家乐却
先“饿”死了。

据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的工
作人员介绍，由于园区比较大，如
果想好好玩，一般游客都能在园
内待上一整天。“景区里和门口都
有比较大的饭店，景区里还有很
多小摊，卖些烤鱿鱼之类的小
吃。”该工作人员称，因此跑马岭
周边农家乐本身就比较少一些，
粗略估计，盘山路上不足十家。

然而，就是这仅有的几家农
家乐，恐怕也要随着跑马岭的搬
迁关门了。“自打一说搬迁起，生
意就开始不好了。”陈先生在盘山
路中间位置开了个农家乐，炖个
鸡、炒个家常菜。原本生意不错，
一天能有二三十桌客人。没想到
从去年10月起生意就开始走下坡
路。

“现在过节的时候还可以，平
时一天就一两桌客人。”陈先生
说，现在已经这样了，等到动物园
搬迁就更不敢想了。此前有消息
称今年“十一”新园区就可能启
用，到时跑马岭的游客骤减几乎
成了必然。陈先生说，他的农家乐
到时候也要跟着一起关门了。

其他的农家乐主也有同样的
打算。盘山路上做采摘活动的农
家乐主刘先生说，跑马岭离市区
较远，以前全靠来野生动物世界
的游客顺便来个采摘游，以后很
难再招揽起顾客了。

面对农家乐店主和部分游客
的担忧，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陈国忠表示，对近郊游
而言，产品形态的升级、多元化的
确是个难解的问题。但亲近自然
和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特色也
未必只体现在建筑上，更重要的
是内容的多元化。

就济南南部山区来说，“最近
十几年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徘徊
不前。”陈国忠说。南部山区农家
乐一直停留在吃炒鸡、打扑克的
阶段，是“高度重复”的状态。济南
人对南部山区也是又爱又恨。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济南的硬
件条件有关。“济南南边是山，北
边是黄河，过了河就有种过了界
的感觉。”陈国忠说，所以从旅游
的角度说，济南是半环城的结构，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样化发展。

但关键是，济南一直没有建
立起一个以休闲为主体的城郊型
休闲产品群。“农家乐并不仅仅是
炖只鸡吃这么简单，它的内容可
以包括养生、文化体验、农事体
验、文化遗产开发等等。”陈国忠
说，以农事体验为例，从种到收，
每个环节都有丰富的内容。

这就需要规模化的发展，需
要政府方面的一个统一规划以及
培训引导。“规模化不是把房子盖
成一个样、把价格统一这么简单，
是具有深刻内涵和完整有效的组
织体系的。”陈国忠说。比如这家
利用果园做采摘、那家做住宿、再
来一家就做餐饮，这样区别开来，
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游客也
会觉得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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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不少建筑已完工

部分道路桥梁在建

8月初，在大小门牙片区
记者看到，不少建筑已经像模
像样地建了起来。一律是黑顶
白墙的徽派建筑，错落有致地
分布在半山腰上，颇有一番江
南风味。但这些建筑多数未投
入使用，一些桥梁、道路还在
建设中。

据了解，位于南部山区
锦阳川下游的门牙片区堪称
济 南 农 家 乐 近 郊 游 的 发 祥
地。此前，门牙片区提升改造
指挥部工作人员曾介绍，门
牙村农家乐是2002年开始自
发发展起来的，当时只是几
户村民建起简陋的房子，开
起饭店，到了2004年，这种饭
店已经达到二三十家，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

但是这些农家乐水平参
差不齐,周边环境和配套设施
都较差 ,存在垃圾乱丢、污水
乱排的情况，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自然景观。因此，从去年
3月份开始 ,门牙片区改造工
程展开。

按照当时的规划，提升改
造项目按照“环境园林化、设
施星级化、主题个性化、管理
规范化”的目标，整体规划，统
一建设。通过改造提升，彻底
解决景区档次偏低、功能单
一、设施不齐、交通拥堵、停车
不便、环境脏乱、水源污染等
问题。项目计划工期为一年，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提升，
拆除有碍观瞻的建筑，恢复景
观，完善环卫系统、供水管网，
建设两岸旅游步道5 . 6公里、
登山步道30公里，对山体、河
道综合整治等。

此外，产品和服务方面也
将得到提升。比如加强对乡村
旅游经理人、厨师、讲解员、服
务员等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进
一步提升乡村游的产品档次
和服务水平。

根据当时的规划，项目建
成后，门牙片区将成为以“泉
源人家”为主题，乡村特色突
出，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济
南山区乡村游示范片区，实现
年接待游客300万人，综合收
入6000万元的目标。

曲折：工程延期，目前仅有几家农家乐在勉强经营

按照最初的规划，门牙片
区的整个改造预计用一年左
右时间完成，也就是今年“五
一”正式接待游客。如今已是8
月中旬，由于工程延期，只有
几家农家乐处于正常营业状
态。由于配套的桥梁、道路还
未建设完成，想去这些农家乐
吃个炖鸡要颇费些力气。

8月7日中午，一家名为
“梨园山庄”的农家乐迎来了
部分游客。虽然正是饭点，但
吃饭的人并不多。该农家乐在
半山腰支撑起一个大棚子，能

容纳200多人同时就餐，但从
当天的情况看，整个中午，来
吃饭的总共只有20多人，上座
率不足10%。

据工作人员介绍，未改造
时一天能有百十桌客人，现在
即便是周末游客较多时也就
十桌八桌。“平常就基本没人
了。”工作人员介绍，现在也就
能指望“五一”、“十一”这样的
假期。附近另外一家农家乐的
店主李永（化名）说，原来这里
有大大小小100多家农家乐，
现在总共只有一二十家勉强

维持生意，“挣的比以前少多
了”。

农家乐少了，游客的热情
也受了影响。“这里修了一年
多，原来很多人玩，现在基本
没啥人了。”和家人在附近游
玩的李先生说，游客基本都是
玩玩就走，想吃饭比原来麻烦
得多。以在营业的“梨园山庄”
为例，由于之前的吊桥已经拆
除，新的桥梁、道路尚未建成，
从马路过去几乎是要“跋山涉
水”，这让不少带孩子的游客
望而却步。

担忧：整齐划一的建筑起来了，原来的特色却少了

门牙片区的建筑终于成
了形，按理说像李永这样的农
家乐店主应该很高兴，但他现
在却满心都是担忧。“光有改
造了，没见着有多大提升。”李
永说，在他看来，整齐划一的
建筑反而让游客和自然景观
更远了一层。

在整个工程里，李永最心
疼的是拆掉的吊桥。李永说，
原来这一带有28座吊桥。“是
用木板、绳索搭成的，走起来
晃晃悠悠，感觉特别好，很多

游客就是为了看吊桥过来
的。”李永说，吊桥一拆，原来
的景色也没味道了。

李永说，新建的桥梁倒是
够宽了，但是增加数量有限，
既没方便了农家乐，又破坏了
原来的自然景观。“来玩的人
主要还是冲着景，吃饭是次要
的。”李永说。

不光是桥，农家乐店主
王先生说，改造后的农家乐
都成了混凝土，大家不是像
原来一样露天吃饭，而是改

成了去屋里。“装了空调人家
都不见得愿意进来。”王先生
说。

在“梨园山庄”，就餐的
旁边就是一棵大梨树，还有
个巨大的水车，吱呀呀转动
的同时形成一道水瀑，不少
食客都很兴奋地去拍照留
念。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
特意申请保留下来的，算是
自己的一个特色。统一规划
后，这种特色或许很难再见
到。

8月，避暑游正火。对济南来说，避暑最好的去处莫过于南部山区。从去年初开始，农家乐较为
集中的大小门牙景区进行提升改造。最近，不少建筑主体部分已完工，但很多桥梁、道路仍处在建
设中，本应是旺季的门牙景区游客寥寥无几，仅存的农家乐生意也很惨淡。

▲门牙片区提升改造工程已初具规模。

市民“跋山涉水”到对岸农家乐就餐。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刘成溪

新建的大桥。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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