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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游已不新
鲜，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是
每个美丽乡村示范片区需
要思考的问题。

在两天的现场观摩过
程中，齐鲁晚报记者了解
到，每一个示范区聘请了
专业的设计公司，根据每
个村子独有的特点进行打
造，突出一村一特色。

兖州区大安镇示范
区，按照历史文化、风俗民
情、自然风光等类型，依托
长条井、打锁庄、席编等特
色文化，建设前官庄民俗
馆、村史馆、儒家学堂等；
对前盛村、后盛村的长条
井修旧如初，成为留住记
忆、留住乡愁的新景观；依
托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在
西垛村建设木质栈道、池
中庭。圣水峪、陵城的儒家
文化，田黄、罗屯的红色文
化，微山岛的渔家文化，大
路口、长沟的龙山文化，羊
山的民俗文化等都成为美
丽乡村发展的文化支撑

点。
“美丽乡村建设就像

是一桌菜，要想创造经济
价值，就需要每个村子各
做一道不同的菜，形成差
异化，然后以示范区为核
心向周边辐射，形成一条
产业链，发挥产业聚集的
效应，才能吸引人气，创造
可持续的价值。”曲阜市陵
城镇党委书记胡士川说。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
的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的生
活环境得到改善，更重要
的是让老百姓的口袋也鼓
起来，这样美丽乡村建设
才可持续发展。”济宁市旅
发委主任杨凤东说，可持
续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
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去经
营。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出
现千篇一律的乡村游，将
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打
造，目前，不少示范区已与
旅游部门对接，对示范区
进行包装，形成旅游产品，
推向旅行社，面向市场。

千千村村应应该该有有千千面面
每每村村都都得得有有道道““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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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14个县级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片区试水差异化发展路子

千千村村千千面面有有看看点点，，美美丽丽乡乡 村村““输输血血””才才能能变变““造造血血””

2日至3日，济宁市委
市政府组织现场观摩全市
13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
区和14个县级示范片区。4
日对外公布观摩评议结
果，兖州大安片区、任城长
沟片区、泗水圣水峪片区、
梁山大路口片区晋升为市
级片区。

经过两天的实地观
摩，以及实名投票评议，4
个县级示范片区兖州大安
片区、任城长沟片区、泗水
圣水峪片区、梁山大路口
片区，在此次评议中位列
前4名，晋升为市级片区。
兖州大安片区前官村的公
共服务、任城长沟片区的
运河十三街文化广场、泗
水南仲都的乡村采摘、梁
山贾堌堆的民宿旅游成为
打造美丽乡村的亮点。

齐鲁晚报记者获悉，
上半年济宁美丽乡村建设
各项重点任务顺利推进，
新增农村公路800公里，户
户 通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60%；栽植各类乔木234万
棵，灌木874万棵，完成绿
化面积147万平方米，完成
年度任务的81 . 1%；农村厕
所改造完成年度计划的
71 . 2%；新建改建农村文化

广场83个，占年度任务的
83%；新整治农村坑塘681
个，完成年度任务的76%；
清洁庭院增加26 . 3万户，
完成年度任务的74%，各
项工作均实现了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

今年是美丽乡村三年
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偏
远村庄的农村环境问题成
为整治的重点，存在垃圾
围村、背街小巷脏乱现象，
公共场所、道路两旁杂草
丛生，建筑材料、秸秆柴
草、破旧农机等各类杂物
乱堆乱放，远未达到环境
整洁村标准。

针对环境卫生落后
村，各县市区要把辖区内
的类似村庄认真排查一
遍，列出名单建立台账，每
个县市区把县里排查出来
的后10名的村庄名单报市
美丽办，纳入市级管理。对
这些村庄，按照环境整洁
村的要求，不仅硬化、亮
化、净化三项任务必须全
部完成，还要做到各类物
品有序存放，不能乱堆乱
放。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实习生 梅春菲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实习生 梅春菲

生态乡村游
有吃有玩有看点

蜿蜒的盘山公路上散发着
花香和果香，车窗外是满眼的绿
意盎然。

古朴的生态乡村游从泗水
县圣水峪镇示范片区的南中都
村开始。古树林立，溪水潺潺，石
院、石屋、石板路，古朴幽静的村
落，除了吸引大批游客，还有不
少艺术生慕名来写生。

生态产业是南中都村的特
色，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借助早
已形成的采摘产业、世界闻名论
坛永久举办地的优势和乡村儒
学讲堂的影响力，生态游、采摘
游、修学游、研学游逐渐成为乡
村旅游业的新亮点。

“不管想体验什么，在这里
都可以找到。”圣水峪镇党委书
记孟昭峰说，现在已经吸引济
南、济宁、泰安、临沂等地大批游
客观光游玩，最高峰时每天的客

流量达到上千人。
曲阜市陵城镇示范片区打

造的海棠园景区已被评为3A级
旅游风景区。该示范片区的郑庄
村闲置院落都承包流转，改造成
古民居、农家乐，所雇佣的村民
每人每天有60元左右的收入。

“绕着山转、跟着水走”，邹
城市田黄镇美丽乡村示范片区
重点推出乡村生态休闲游，并与
民俗文化游、亲子体验游等多种
美丽乡村游相结合，推出精品旅
游线路。推进三仙山景区休闲文
化中心、自然科普馆等项目建
设，打造国家级农业旅游园。

渔家主题民舍
咋还经常订不到

湖上泛舟，赏荷花、采莲蓬，
京杭大运河航道上，一艘艘满载
货物的船舶行驶从身边经过，好
不惬意的岛上生活。

微山县微山岛镇大官村，一
家宾馆内有渔具挂墙、船模展
示。房间内能隔窗看大湖，房间
外能够喝茶、打麻将，茶具使用
的是造船的海木。

这家宾馆原本也是一家两
张床、一台电视的普通宾馆。大
官庄村民陈静把这家宾馆升级
改造成为一家以渔家文化为主
题的民宿，档次提升后，房价由
原来的50元一晚，涨到了200元
一晚，而且十分抢手，经常预订
不到。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依托文
化和旅游，文化是内涵和灵魂，
旅游能使美丽乡村建设更具生
命力、更可持续发展。”微山岛镇
党委书记谷相国说，岛上来旅游
的不少，但留不住人，大部分游
客当天来回，住宿条件差是个制
约因素，现在要做是将现有的旅
游配套设施升级，饭店、宾馆等
注入文化元素，提升内涵。

依托旅游资源建设美丽乡
村的还有金乡县羊山镇示范区，
该示范片区毗邻羊山古镇国际
军事旅游度假区，在打造美丽乡
村的过程中，借助较高的人气，
以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红色
旅游为内容的风景区作为旅游
产业支撑，与发展乡村旅游、传
承民俗文化等相结合。

兖兖州州大大安安等等四四片片区区
晋晋升升市市级级示示范范片片区区

圣水峪、陵城的儒家文化，
田黄、罗屯的红色文化，微山岛
的渔家文化，大路口、长沟的龙
山文化……美丽乡村建设不应
仅仅停留在环境优美、生活宜
居阶段，如何利用美丽乡村创
造出“美丽经济”，增加乡村的
经济“造血”功能，推动其可持
续发展，全市14个县级示范片
区正在试水。它们因地制宜，每
个示范片区根据所长，利用生
态、旅游资源、民俗文化等各种
资源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
并探索形成旅游产业链。

村头废弃鸡棚
升级建成民俗馆

木版年画、根雕、柳编等鱼
台特有的民俗文化产业被引进
罗屯镇示范片区的随海村，民
俗传承人在民俗馆内设立工作
室，手工艺人正向游客展示着
这些手工艺。这个民俗馆很难
让人想到以前是村头废弃的一
处鸡棚。

陶恩光是当地有名的木版
年画世家传承人，前段时间他
去济南参加一个文化产业培训
班时，一张普通的木版年画卖
到了3000元，而在当地木版年
画并不畅销，这事对罗屯镇党
委书记牛艳军的触动很大，民
俗产品需要走出去。

“把美丽乡村与民俗文化、
乡村特色旅游结合起来，在保
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还
能发展旅游、销售民俗产品，增
加村集体收入。”牛艳军说，不
过目前面临着没有人气的尴
尬。为了推广民俗文化旅游，罗
屯镇借助电商平台，对片区内8

个行政区的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在一个O2O的电商平台上推
广民俗文化产品和特色名产
品，所获得的收入为集体收入。

兖州区大安镇示范片区的
前官庄村的民俗馆内传出了孩
子们诵读三字经的朗朗声，承
载着老一辈农民劳苦记忆的耙
子、芋头擦板等农具被摆放在
了民俗馆内，这些能够留住“乡
愁”的物品，虽然乡土气息浓
重，但成了农村文化的魅力所
在。大安镇高标准建设了前官
庄生态景观湖、民俗馆、村史
馆、儒家学堂等。

扶贫就业点
编扫帚一天赚60元

走进嘉祥县孟姑集镇示范
片区的前杜村，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江北最大扫帚产业基
地”这几个大字，该村年产值
6000万余元。

在村子的加工厂里，贫困
户杜传真正忙着编扫帚，每天
有60多元的收入，一个月下来，
这些钱已经够支撑他老伴吃药

了。
“我们将片区划分了‘孝德

文化’、‘特色产业’、‘高效农
业’、‘生态文明’四大板块，在
此基础上重点打造了前杜村扫
帚加工村、岳楼‘孝廉文化教育
基地’等，其中依托扫帚加工项
目，建立精准扶贫就业点，目前
已经安排了65户贫困户就业。”
孟姑集镇党委书记魏余峰说，
村子里还建了以竹子为主题的
休闲娱乐广场，村民们在家门
口就能赚钱，还有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梁山县大路口乡的贾堌堆
农家寨已经开门迎客，吸引了
周边不少市民前来游玩，村内
有住宿，村后有花海和水车。大
路口乡示范片区打造的是以龙
山文化为魂，花海花带为脉的
乡村旅游。同时将乡村旅游与
精准扶贫结合起来，该片区有5
个村子是省定贫困县，通过片
区内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就业
岗位，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的收
入，也为贫困户脱贫创造了条
件。

葛记者手记

嘉祥县孟姑集镇前杜村打造了以竹为主题的休闲广场。
本报记者 庄子帆 摄

泗水圣水峪镇的南仲都村，“孝”文化上墙。
本报记者 庄子帆 摄

兖州区大安镇前官庄建设了
风景宜人的生态景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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