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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打打造造1100个个乡乡村村游游连连片片区区域域
完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乡村游自助查询、预订系统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曦) 2015年，淄博预计
实现旅游总额466 . 24亿元，增长率
为12 . 4%。接待国内游客4453 . 55万人
次，同比增长7 . 4%，国内旅游收入
437 . 52亿元，同比增长12 . 3%。接待入
境游客19 . 2万人次，入境旅游收入
9214 . 6万美元。

截至2015年10月，全市规划和
在建重点旅游项目 5 9个，总投资
704 . 1亿元；其中在建项目41个，总
投资497 . 1亿元。齐古城正在进行项
目社会风险评估、项目手续办理等
各项工作。齐长城文化旅游创意园
项目，由浙江长城影视集团投资建
设，计划总投资30亿元，包括齐长城
文化旅游体验园、马鞍山风景区、般
阳故城文创园、聊斋文化创意园四
大板块。目前，正在进行项目前期手
续办理及马鞍山游客中心、索道、玻
璃栈道等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五
阳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完成投资
3亿元。马踏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
进展顺利，基础设施预计总投资10

亿元，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投
资约5 . 8亿元。

去年旅游项目

总投资七百亿元

2015年10月16日，淄博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七次会
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文化
名城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等
改革文件，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按程序报批实施。

市委书记王浩指出，文化名城
建设是淄博市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
和重要着力点。推动文化名城建设，
就是要突出齐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作
用。而文化旅游产业是推动淄博市
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要依托
淄博市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
存，充分利用好政府引导和市场运
作两种手段，完善体制、激活机制、
整合资源，通过高端策划和招商引
资，把文化与旅游资源有机融合起
来，进一步加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
力度 ,努力打造一批文化旅游拳头
产品，着力培育一批文化旅游龙头
企业，切实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
强，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于着力建设文化名城的意
见》要求，着力打造具有鲜明方域特
色、鲜活城市形象，鲜亮文化品牌的
高知名度美誉度的文化名城。

文化名城建设

须以齐文化为灵魂

淄淄博博去去年年人人工工增增雨雨作作业业119955次次
比前年多45次，增加降水1668万立方米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董庆岳 ) 去年
全市共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95

次，比2014年增加45次。人工增
雨作业累计受益面积5071 . 78

平方公里，增加降水1668万立
方米。4日，市气象局发布2015

年工作总结。
据了解，去年市气象局围

绕防灾减灾，不断提高气象服
务质量和效益。准确预报了汛
期2次局地性暴雨天气过程，对
11月份的雨雪降温、阴雨寡照
以及近期重雾霾天气提前发布
预报预警服务。全年共发布重
要天气报告14份，发布各类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79次，雨情信
息94期，发布春运、麦收等专题
服务材料128期。

市气象局与市农业局、住

建局、公安交警分别就为农服
务、城市防汛和气象监测预报
预警等工作加强联动共享机
制。与市环保部门建立了信息
共享和污染天气预报预警互动
机制，开展了空气质量预报和
重污染天气预警服务。

新建5套新型自动气象站、1

部称重式雨量器，升级改造区域
气象观测站17个。建成1套气溶
胶观测系统、1部能见度仪。完成
了全市8个国家级气象站探测环
境评估和保护备案工作。

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高，开展人工防雹
作业28次，人工防雹作业防护
面积354平方公里，减少损失
1245万元。组织开展了针对加
油站、涉氨制冷企业、粉尘企
业、危化品企业的专项安全生

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安
全隐患排查等安全整治活动，
与市安监局联合开展了全市重

点企业汛期防雷安全工作大检
查，切实履行了部门社会监管
职责。

淄博今年将编制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打造齐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

建建齐齐文文化化历历史史体体验验廊廊道道串串起起景景区区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曦) 加快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是今年淄博市旅游
局的重点工作之一，淄博还将编
制《全市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抓好重点旅游项目开发，全
力打造齐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

今年，淄博将对全市文化旅
游资源进行充分考察调研，编制
好《全市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全
市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进行
初评、中评和终评，确保文化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与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
护规划通盘考虑、有机衔接，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城市。邀请一
流旅游策划规划专家团队来在
对齐文化考察调研，策划齐文化
旅游大项目。

市旅游局将协助相关区县
将齐文化重点项目列入“齐国
故都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项
目，争取上级对齐文化旅游目
的地品牌项目的政策支持。统
筹做好马踏湖生态旅游区、周
村古商城三期工程、齐风国际
文化城、1954陶瓷文化创意产
业园、沂源天湖、齐山景区等旅

游项目建设开发，形成齐文化
旅游历史体验廊道和齐风山水
体验休闲节点。

淄博是齐文化发源地，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对这些
资源特别是齐文化的开发并不

充分，缺少大项目支撑。
此前，淄博市召开全市文化

名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淄博将以阐发齐文化时代内涵
和打响齐文化品牌为主线，以
重大文化项目为载体，加快推

进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围绕
文化古迹游，深度挖掘历史文
化遗迹、历史文化名人、历史文
化典故等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加强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打造
鲁中文化古迹旅游品牌。

做足创意策划

促文化旅游融合

4日上午，淄博市召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报告会，邀请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主席、广州励丰文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代旭作专题报告。

代旭作了题为《文化引领 创新驱动 文化与旅游重大项目示范案例》的报告，从文化引领与创新
驱动、产业瓶颈与创新模式、服务平台与示范案例三个方面作了深入、全面的讲解。在加快推动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方面，他认为，应进一步解决好发展定位、搭建好战略平台、做好旅游创意策划等工作，依托现
代科技和创意，实现文化的活化、物化，发挥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创新作用、引领作用和驱动作
用，逐步形成特色鲜明和独特风貌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指出，报告具有战略高度，又切合淄博发展实际，希望大家在会后继
续认真思考，深刻领会，结合淄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名城建设及加
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大部署，全面谋划2016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各项工
作，推动淄博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曦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陈曦) 今年，淄
博将继续加快发展乡村旅游，
重点开发打造10个乡村旅游连
片发展区域。

这10个区域包括博山池上
片区、高青常家蓑衣樊片区、
沂源张家坡阳三峪片区、淄川
梦泉涌泉片区、淄川峨庄片
区、桓台马踏湖片区、临淄马
莲台片区、博山区博山镇上瓦
泉片区等。目前沂源阳三峪片

区、博山区池上片区、博山区
上瓦泉片区、桓台马踏湖片
区、临淄马莲台片区、高青蓑
衣樊片区已初步形成了“连片
率先发展、一片带面”的乡村
旅游发展格局。

此外，淄博还将抓好环城
游憩带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
建设，继续做好环城游憩带内
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的后续
开发，完善相关服务设施配
置，开发建设乡村旅游自助查

询、预订系统，手机APP终端服
务系统。提升道路设施建设，
完善游憩带内导览标识系统，
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近年来，市旅游局以旅游
强乡镇、旅游特色村、农业旅游
示范点和星级农家乐创建为抓
手，坚持“以旅强农、以农促旅、
农旅结合、城乡互动、优势互补”
的旅游新理念，打造了一批具有
地方特色、民风民俗的乡村旅游
示范基地，成就了一批多元素乡

村旅游综合体，乡村旅游业已初
显规模。

去年，在全市推广全国乡
村旅游发展典型博山区池上
镇中郝裕村的先进经验，组织
参加国家旅游局组织的乡村
旅游“千千万万品牌”创建工
作，淄博入选4家“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2位“中国乡村旅游
模范户”、24位“中国乡村旅游
致富带头人”、40家“金牌农家
乐”。

去年7月，市气象局计划建设首
个气象雷达站，位于市高新区四宝
山街道办事处柳毅山，将有利于提
高天气预报的及时性、准确性。

据了解，目前市气象局使用的
雷达资料是济南雷达站的资料，由
于地理位置较远等相关因素的影
响，气象预报预警存在一定情况的
误差，因此，建设属于自己的气象雷
达站势在必行。建成后，将对中小尺
度的天气过程，如夏季的强对流天
气及时作出预警，并进行相关的防
雹、减灾工作，保证淄博市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目前，全省已建成的气象雷达
站有济南、潍坊、荣成、泰山、青岛、
滨州、临沂等。

本报记者 刘晓

首个气象雷达站

将使预报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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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节现场蹴鞠表演。(资料片)

工作人员实施人工降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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