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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围绕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烟台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如何开展丝路旅游战略？

张丛：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烟台蓬莱
的先民便把生活空间从陆地扩展到了海上。战国时，
开辟了以登州港为主要港口的东方海上航线，烟台成
为中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一带一
路”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烟台市旅游局率先融入其
中，与海内外 40 多个城市签署了旅游合作协议，加
入了亚太城市旅游振兴机构 （TPO）、东亚经济交流
推进机构旅游分会等国际旅游组织，在日本、韩国、
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
海、东三省等重点客源地城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旅游
促销活动，让旅游合作互联互通相互促进。未来烟台
将叫响“东方海上丝稠之路起航地”品牌，全面打造

“国际旅游城市目的地”，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着力打造一个国际的“仙境海岸”、“葡萄酒城”
和“避暑胜地”。

问：今年“中韩自贸区”的签订，它将给烟台旅
游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张丛：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的尘埃落定，让地

处中韩贸易“桥头堡”的烟台受益匪浅。早在
2012 年，国务院批复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
规划》，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定性为中韩地方经
济合作示范区，近几年烟台一直围绕此契机积极
的做着对接的准备。自贸区成立后，烟台与韩国4
个城市签署了旅游合作协议，坚实地奠定了国际
友好合作的基础。目前在烟台的韩国人5万人，韩
资企业千余家，开发区汇集着世界知名的大宇重
工、LG手机、现代汽车研发中心等韩资企业，每
天往返于韩国的航班就有6班，大量的韩国、日本
乃至俄罗斯的游客来往于烟台韩国之间，极大地
推动了烟台的旅游、餐饮、酒店、地产等相关产
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问：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旅
游业蓬勃发展，已经逐步成为烟台的支柱型产
业，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如何做到科学转型、跨
越式发展？
张丛：从产业结构上讲，烟台正在从“观光型旅

游城市”走向“休闲度假型旅游城市”。打造这样的旅
游产业链，必须具备良好的环境、大量的度假酒店、
完善的服务设施、丰富的旅游项
目。这向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一个新
的课题，如何由“生产型城市”向

“生活型城市”的转型？实践证明，
只有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不断创
新旅游产品开发、创新旅游产业发
展模式，才是必由之路。在烟台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裕、长城等
葡萄酒企业依托固有资源，开发了
百年大酒窖、葡萄酒庄、葡萄园等
度假旅游线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葡萄酒文化旅游；黄金之都——招
远围绕富饶的黄金资源，形成观光
购物旅游线路；具有温泉资源的磁
山，以温泉带动养生养老度假旅游
产业链。此外，船舶制造、航天、
核电等工业旅游产品也相继应运而
生。未来，烟台还将借鉴韩国、日

本等国家的成熟经验，大力发展观光医疗旅游、包价
旅游等个性化服务旅游方式。烟台要加大城市的基础
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网络配给，使用大数据、

“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搭建一个科学的统筹规划管
理系统，为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波助澜。

问：烟台市旅游业取得了哪些骄人的成绩？请您
展望一下未来发展的前景。

张丛：烟台历年来获得业界的奖项数不胜数，连
续 4 年被评为“中国最佳休闲城市”、连续 3 年评选为

“中国最佳的避暑城市”，还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国际葡萄酒城”、“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和“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价值城市”等。未来
烟台旅游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推动区域旅游
一体化，开发海上丝绸之路邮轮航线及邮轮旅游产
品，积极发展乡村度假旅游、自驾房车度假旅游、休
闲垂钓度假旅游，打造度假养生养老典范城市。随着
城际铁路、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开通，烟台将迎来更多
的发展契机。烟台将努力提升烟台“仙境海岸”城市
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早日与国际著名海
岸相媲美。

本报电（杨旭景、党宇婷） 7 月 25 日，在美丽的渭南市
大荔县同州湖畔的大荔宾馆，美丽小镇文化经济产业联盟圆
桌论坛暨 2015 年寻找陕西最美丽村镇大型媒体活动圆满结
束。与会者希望聚合民间与政府的力量，通过宣传推广、政
策咨询、项目招商融资以及导入等服务体系，为各村镇打造
一个整合宣传、带动产业经济、促进各种社会资源与村镇对
接的大平台。

陕西省住建厅城乡建设处处长胡汉利表示，近年来，陕
西城镇化建设科学合理布局，以重点示范镇和文化旅游名镇
为抓手，积极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环境优美的宜
居宜游城镇，打造出创新的村镇产业结构，让历史悠久的古
村落得到保护，令传统乡村文化得到传承。

据悉，该论坛将为陕西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专业的宣传和
社会资本的引入服务，用专业的眼光挖掘每个小城镇的独特
风貌，吸纳社会资源，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陕西的城镇化建设
中去，快速推动城镇化建设市场化，建设一批“布局合理、
道路通畅、设施配套、生态宜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
特色小镇，让来过的人能记住，走出的人有乡愁。

2015年7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丝路特刊

陕西十二市日前共同发布了“陕西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大荔宣言”，以促进陕西乡村旅游发展。陕西
借“一带一路”的契机，打造“乡情、乡愁、生
态、民俗”的特色出游概念，掀起“游陕西·回老
家”的旅游热潮。

不仅是陕西，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发展
乡村游。国家旅游局将推出一系列活动，如推动出台
促进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开展百村万
人乡村旅游创客行动，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开发等。到
2020 年，在全国形成 15 万个乡村旅游特色村，300 万
家乡村旅游经营户，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20亿人
次，收入将超过1万亿元，受益农民5000万人，每年带
动200万贫困农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致富。

为什么乡村旅游受到各方如此的关注呢？千城
一面的城市，快速消失的村庄，使许多人感到乡情
难觅，乡愁难寻。乡愁是什么？“乡愁”是一种记
忆，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诱惑，吸引游客去寻找
最能寄托乡愁的风景。而乡村旅游则是“让人们望
得见山，看的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最佳载体。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为依托，以农村为主体，以
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生产形态、民俗
风情、农耕文化、乡村聚落等为主要吸引物，满足
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健身、娱乐、餐
饮和购物等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乡村旅游不仅仅
是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还有最吸引游
客的乡村游的文化基因——乡愁。

陕西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已经探索出自己的特
色，涌现出关中民俗文化旅游体验地——袁家村、
记得住乡愁的休闲体验旅游目的地——沙河水街、
有山有水涌有故事的文化旅游古镇——青木川等乡
村旅游景区景点，已经成为陕西省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支撑。

旅游的灵魂是文化，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愁。
乡愁也是文化，而且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种文化。
没有乡愁的乡村旅游将变得黯然失色。留住乡愁就
是留住记忆，留住情感，留住个性，进而才能留住
游客。在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中，要以乡愁作为资
源整合的主线，挖掘特色乡愁，把乡愁留在景区景
点的每一处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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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good！”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学生格雷高尔竖起大拇指，先用英文发
出感叹，又用生硬的中文说，“我被泥 （塑） 征服了！”在西安日前举行的首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舞蹈夏令营”活动上，来自宝鸡陈仓的民间艺人卫红指的
泥塑展示，令外国友人连连称赞。

韩建安文 齐小伟摄

陕西民俗受到外国客人热捧陕西民俗受到外国客人热捧

山东省烟台市旅游局局长张丛：

打造海上丝路的“仙境海岸”
杨旭景

乡村旅游带火山山水水 丝绸之路通往家家户户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促陕西乡村美丽升级促陕西乡村美丽升级促陕西乡村美丽升级
吴绍礼 党宇婷

 












































































本报电（李小伟、徐启平） 日前，陕西省柞水县结合县
情实际，积极探索移民搬迁安置新模式，采取“组团式”方
法，在下梁镇成功布局5000户大型移民安置小区，大幅提升
了移民搬迁安置水平。

柞水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县，山大沟
深，集中连片土地少，地势平坦能作为集中安置点的地方更
少，移民搬迁规模安置和土地供应矛盾相对突出。因受困于
地理条件，目前建成的集中安置小区规模相对较小、建设水
平较低。商洛市“移民搬迁规范提升年”活动开展以来，柞
水县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采取“组团式”方法，在下梁镇
成功规划建设5000户大型移民小区。项目总体规划安置5054
户，分四个组团进行布局，可搬迁安置 5054 户 20216 人，目
前一期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使移民搬迁安置水平大幅提升。

柞水县创新移民安置模式

陕西举办美丽小镇文化论坛

张丛局长在“仙境烟台号”高铁旅游品牌列车开启仪
式上接受媒体采访。

张丛局长在“仙境烟台号”高铁旅游品牌列车开启仪
式上接受媒体采访。

宁强青木川古镇

周至沙河水街周至沙河水街

礼泉袁家村

烟台长岛风光烟台长岛风光

位于大荔县的位于大荔县的““天下第一仓天下第一仓””———丰图义仓—丰图义仓

陕西省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铸就了
古丝绸之路以往的辉煌。如今，陕西省旅游
业凭借陕西的“天然优势”，利用“一带一
路 ” 战 略 构 想 为 陕 西 旅 游 发 展 带 来 的 新 机
遇，以及“高铁一日生活圈”的便利交通，
把乡村旅游项目作为投资热点，为陕西外向
型经济的发展打造重要引擎。

返璞归乡惠民生

陕西省旅游局日前举办的“一带一路”
2015 陕西乡村旅游合作与发展论坛，发布了

“陕西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大荔宣言”，明确了乡
村旅游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坚持政府主导、积
极推动乡村旅游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强人
才输送和培养、积极做好乡村环保，不断丰富
发展模式，立足本地实践，打造“乡情、乡
愁、生态、民俗”的特色出游概念，让乡村旅
游在全省调结构、扩消费、惠民生，破解“三
农”难题方面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在更加注重生态文明的今天，美丽乡村建
设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资源
的有效利用，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
加关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更加关注农业功能
多样性发展，更加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更加
关注保护和传承农业文明。

美丽乡村百姓梦

乡村中，有你久违了的星星，没有雾霾的
空气，也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沉重气息，收入眼
底的尽是绿色的田野、新鲜的果蔬和乡间美食
等。人们渴望到乡村去，不是仅仅追求陶渊明

式的归田隐居，更多的是选择了小住式旅行，
重新整理心绪，为重返城市生活做好心理修行。

丝绸之路，是一条通往人类一家、地球
一村的文明进步之路。村新、景美、业盛、
人和，共同构成美丽乡村这项巨大的工程。
也许不是所有的农村都能成为令人向往的美
丽乡村，但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激发
农村发展活力，村民们的朴实希望与政府的
科学规划相融合，将使更多的村庄迈上农村
现代化的道路。

据悉，早在今年 2 月 10 日，陕西省委书记
赵正永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农民不
富，全省不富，农村不稳，全省不稳，农业上
不去，全省发展上不去。建设‘三个陕西’，基
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直指陕西美丽乡村建设
的核心目标，支撑农村得以延续、得以发展。
而这，也正是所有百姓心中梦寐以求的未来。

美丽乡村靠旅游

陕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张文
亮说，规划是导向、是龙头，七分规
划、三分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
坚持规划先行，在规划上舍得下功夫。
此次规划编制包括县域镇村布局规划和
村庄规划两个层次。各地要按照“节约
集约，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完善功
能、传承文化”的原则进行科学编制，
要建设“升级版”的农村而非“缩小
版”的城市，引领全省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有序开展。

《陕西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方案》要
求，通过2-3年的努力，在全省率先建设

一批“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实现
陕 西 农 村 “ 村 新 、 景
美、业盛、人和”的目
标。笔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目前，全省已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606个

（5 县区 307 个），受益农
民达 68 万人。据介绍，
陕西省确定在眉县、耀
州、乾县、汉阴、白水
等5个县区先期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同时选
择蓝田县、户县、渭滨
区、太白县、岐山县、
秦 都 区 、 彬 县 、 永 寿

县、临渭区、大荔县、西乡县，杨陵区及韩城市
等13个县区作为试点县，进行自主试点。据了解，
陕西省首批重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内容主要是结
合镇域特色，抓好美丽乡镇建设，聘请专业的规划
设计机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意见和建议，注重传
承地域特色文化，整体推进沿街、沿河、沿路、沿景
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和景观带打造。

陕西省的礼泉袁家村、周至沙河水街、宁
强青木川、兴平马嵬驿等是全国乡村旅游发展
的成功典型，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今年，陕西通过大力推广乡村
旅游发展的成功模式，以典型引领、创新发展
破解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同质化”怪圈，
推进全面升级，促进全省乡村旅游的健康、快
速发展。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