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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高层次、多领域专家战略签约

台台儿儿庄庄牵牵手手大大咖咖，，精精耕耕全全域域旅旅游游
6月5日下午，枣庄台儿庄古城举行2018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与五位来自文化遗产、

资本运作、多智能体系统行业的专家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台儿庄古城在其扩大对外合作、借力
高端人才方面的又一大手笔，再次为景区全域旅游发展孕育巨变。

本报记者 王逸涵 乔显佳

牵手国内一流大

咖，寻求智力支持

签约仪式上，台儿庄古城旅
游集团总经理张永强，分别与山
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长江
学者、泰山学者方辉，东南大学
数学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院士
曹进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泰山学者潘爱玲，旅悦酒店
管理公司首席运营官周亚钢，嘉
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袁长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以上
5位在文化遗产、资本运作、多智
能体系统等行业领域有较大影
响的专家，承诺在未来3年的时
间里，为台儿庄古城辅导上市、
打造智慧景区以及“博物馆+”等
方面，进行设计规划。同时，台儿
庄古城作为具有当前在国内旅
游市场具有广泛知名度及影响
力的旅游文化品牌和旅游文化
实体，也将为上述专家在开展学
术研究、学术实践方面，提供良
好的平台。各位专家将现代公司
管理、旅游管理、资本运作等方
面智慧，注入台儿庄古城，帮助
其增强发展动力。台儿庄方面则
期望，合作未来能对全域旅游发
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古城的
发展壮大提供更加强而有力的
智力支撑，实现将台儿庄打造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际旅游
休闲目的地的宏大目标。

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一位
相关人士表示，古城寻求与国内
一流大学及专业学者合作，为的
是促进古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大
发展，进一步提升古城品质，塑
造古城品牌。为此在遴选中，他
们首先放眼全国，比如寻找有能
力在“博物馆+”方面提供助力的
力量，山东大学文史哲因其在国
内首屈一指而列入合作意向。还
要考察山东大学在以文化遗产
促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得的实
绩；在具体操作中，古城有关方
面充分做足功课，主动登门拜
访，看他们初步看法是否有前瞻
性，双方理念是否契合，方才决

定合作。另外，还向上级主管部
门提出人才需求，启动推荐程
序，经过完整慎重考察，才确立
初步意向。

台儿庄古城景区能够吸引
到这些各行业“大咖”，对其全域
旅游以及旅游目的地打造，都可
说是意义重大。

采访中，对于台儿庄此举，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晨光
表示，通过战略合作“借助外脑”

“招才引智”，台儿庄古城景区开
始由规模驱动的外延式增长，向
价值与质量并重来驱动的内涵
式增长转型，这既是生产方式的
一次新旧动能转换，也是发展路
径的转型升级。人才资源既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当
下品牌景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的核心要素，势必带来景区发展
水平和发展空间的提升。

“古城发挥出了文

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我来过台儿庄古城五次，
收获颇丰。台儿庄古城有53处战
争遗址，毗邻世界文化遗产京杭
大运河中河台儿庄段(月河)，全

国多地代表性非遗在这里展
演，许多非遗文化项目得以活
态传承与发展。台儿庄古城在
发挥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方
面走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子，
较好地遵循了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精神。”刚刚完成战略签约
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泰山学者方辉表示。

在专家看来，台儿庄是一座
拥有深厚文化底蕴、饱经沧桑历
史的秀美古城。为传承非遗文
化，台儿庄古城对柳琴戏、运河
大鼓、洛房泥塑、皮影戏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挖掘、还
原，并通过各种文化展演和主题
活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示、传承和保护。台儿庄古城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枣
庄基地，拥有国内唯一一个国家
文化遗产公园、首个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园，并荣获“创造
未来文化遗产示范单位”称号。

所在台儿庄区也是国家首
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围
绕“中华运河文化传承核心区、
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世界文化
遗产”三大定位，台儿庄区在发

展全域旅游的过程中，走出了一
条由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
由古城游向全域游转变的路径。

“山东黑马”要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008年，枣庄市开始在原址
重建古城，并留下了“用50万吨煤
换来一座古城”的佳话，吹响
了该市向文化旅游产业、向全
域旅游转变的号角。古城景区
开放中，推出一系列令市场和
业界为之瞩目的政策，开始发展
之路。

2010-2011年，在齐鲁晚报发
起主办的“齐鲁文化新地标”评
选中，对全省进入新千年产生的

重大文化地标项目进行全
社会大盘点、大评选，台儿
庄古城入选“十大”，且综
合排名在社会投票和专家
评选中领先。

最近几年，台儿庄古
城旅游快速发展，文旅板块

迅速崛起，赢得“山东旅游一
匹黑马”等美誉，在各大旅游景
区人气排行榜等行业评选中，名
列前茅。在古城效应的驱使下，
2017年，台儿庄区接待游客量突
破1000万人次，其中古城接待游
客量581 . 9万人次，综合收入13 . 8
亿元，实现两年翻一番的高速增
长；高德地图《2018春节出行大数
据报告》全国十大热门景区，台
儿庄古城名列第二名；2018年春
节长假,台儿庄古城接待游客70
余万人次，平均一天10余万人次
进出古城。

2018年是台儿庄古城重建10
周年。据悉，台儿庄古城还将整
合运河湿地、大战遗址等优质资
源，深挖做好运河文化、大战文
化、古城文化，加快旅游文化融
合，着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
际旅游目的地。而这些背景，更
令本次战略签约别具深意。

本报济南6月6日讯(记者
乔显佳 王逸涵) 5月28日，由
济南旅游智库、山东女子学院
主办的“泉城旅游论坛”在长清
大学城山东女子学院举行。以

“乡村振兴战略与旅游富民扶
贫”为主题，进行专家研讨。8人
作为“旅游智库”专家代表亮
相。

本次会议分专家主旨发言
和圆桌论坛两部分。中国旅游
智库秘书长石培华、沂南朱家
林生态艺术社区旅游项目开发
总经理宋娜、山东大学管理学
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晨光作上
午主旨发言；山东财经大学管
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杜岩；山东

女子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副教授李厚忠；山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路琪；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现代服务管
理学院教授单铭磊，参加下午
圆桌论坛，论坛由山东女子学
院旅游学院张明院长主持。上
述8人同时被聘为济南旅游智
库专家。

山东大学乡村旅游研究中
心主任王晨光教授首先发表主
旨演讲，提出现代乡村旅游的
发展要改变过去在城市的主导
下，只把乡村旅游点作为城市
旅游“飞地”的状况，而是真正
让本地农村居民参与进来，通
过乡村旅游的发展而致富。这

就要在体制机制上解决农民的
收益权问题。而如何让那些很
淳朴很善良但没有经历过城市
工业化生产组织的农民“职业
化”，变成合格的乡村旅游服务
提供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位于淄博鲁山深处的中郝
峪，十几年前“误打误撞”走上
乡村旅游发展之路，从大盆鸡、
农家乐、民宿一步步走过来，取
得成功。2017年，这个百余户的
山村年创造产值两千多万，人
均收入竟达3 . 5万元。王晨光分
析，中郝峪启示我们，发展乡村
旅游先要花大精力定标准、定
规则、培育服务意识和能力，而
不是一开始就开发产品。

乡村振兴实践者、山东第
一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发起人
宋娜，2015年12月从杭州中国美
院回到沂南县朱家林村，以“共
建共享”的理念，为朱家林植入
文创、生态建筑等产业，以产业
带动旅游，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把朱家林打造成了一个生态艺
术社区，把朱家林打造成一个
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三生
三美”的可持续社区。

泉城旅游论坛又是济南旅
游智库运营的重点项目。济南
旅游智库秉承“服务决策、引导

舆论、创新创意、集成智慧、培
养人才”的宗旨，以战略谋划、
决策咨询和理论创新为主要研
究方向，紧紧围绕济南旅游产
业的重点工作和重要课题开展
前瞻性、战略性、可行性的系统
研究，为济南旅游产业大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目前，济南旅游
智库首批聘任100名国内外知
名专家，涵盖旅游产业、政策法
规、宏观经济、文化艺术、信息
科技、金融投资、健康医疗、公
共服务、乡村振兴、交通物流等
十大专业领域。

借借““智智库库””之之力力发发展展济济南南旅旅游游
济南旅游智库成立，首批聘任100位专家学者

高德地图《2018春节出行大数据报告》全国十大热门景区，台儿庄古城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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