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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 ，在 山 东 省 肥 城 市 举 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肥城第 22

届 桃 花 节 ”将 于 3 月 25 日 至 4 月 20 日

举办。“坡上落红云，沟底涌彩霞，鸟鸣

韵 留 香 ，风 动 花 雨 洒 ……”届 时 ，肥 城

将如《桃乡谣》中描述的景象，将十万

亩 灿 若 云 霞 、惹 人 心 醉 的 桃 花 展 现 给

游客。

今年桃花节将以“桃都好时节 实

力新肥城”为主题，围绕文化传承、经

济发展、旅游消费、桃花赏玩等内容，

策 划 开 展 第 16 届 全 国 桃 木 旅 游 商 品

创 新 设 计 大 赛 、桃 花 节 开 幕 暨 投 资 合

作洽谈会、书画名家作品展、第七届君

子文化论坛、四季村晚大联欢、肥城世

外“淘”源乡村消费节、第一届泰山光

伏 建 筑 一 体 化 高 质 量 发 展 论 坛 等 17

项 活 动 。 发 布 会 上 ，肥 城 市 文 化 和 旅

游局局长刘任力还向大家推荐了 4 条

以赏花为主的桃花旅游精品线路。

近年来，肥城市“以花为媒”，抢抓

乡村振兴重大机遇，聚焦文化引领，书

写了文旅融合发展肥城新篇章。“我们

全面践行文化‘两创’，坚持以文塑旅、

以 旅 彰 文 ，规 划 建 成 陆 房 战 斗 遗 址 景

区 、中 国 桃 文 化 博 物 馆 等 6 个 重 点 文

化旅游项目，策划推出了春秋古镇‘国

学体验之旅’、鱼山桃花海景区‘文化

故事大讲堂’等优质研学游线路。”刘

任力表示。 （向沙场）

中国肥城第 22 届桃花节将办

3 月 20 日 晚 ，山 东 省 京 剧 院 创 作

排 演 的 京 剧《燕 翼 堂》在 济 南 梨 园 大

戏院演出，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燕

翼 堂》全 国 巡 演 第 一 站 将 于 3 月 27 日

至 28 日 赴 北 京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参 加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主 办 的 新 时 代 舞 台 艺 术

优秀剧目展演。

京 剧《燕 翼 堂》取 材 于 沂 蒙 山 区

一 个 有 着 近 300 年 历 史 的 封 建 家 族 ，

讲 述 燕 翼 堂 第 十 五 代 掌 门 人 刘 合 浦

以民族大义为重，从一个“明哲保身，

中 立 求 存 ”的 封 建 地 主 ，转 变 为 坚 定

的革命乡绅 ，带领家族为革命毁家纾

难的动人故事。

作 品 以 戏 剧 思 维 对 历 史 真 实 进

行重新建构，以“一个家族的毁灭”和

“一个民族的新生”，折射出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的传承、血性与奋争。《燕翼

堂》创 作 期 间 ，山 东 省 京 剧 院 及 相 关

主创 ，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

程 。 山 东 省 京 剧 院 十 分 注 重 提 高 文

艺 原 创 能 力 ，在 探 索 中 突 破 超 越 ，大

胆探索红色题材京剧的表现手法 ，着

力增强文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

2023 年 ，除 将 在 全 国 巡 演 中 进 一

步打磨提升《燕翼堂》外，山东省京剧

院 还 将 创 作 入 选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历 史

题 材 创 作 工 程 和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扶 持

项目的新编历史京剧《大运河》，开展

《奇袭白虎团》全国巡演。 （李媛）

3 月 22 日 ，“ 滨 州 味 道·香 飘 世

界”好品推介暨“滨州宴品鉴会·济南

站”活动在济南舜耕山庄举办。

滨 州 市 委 副 书 记 梁 金 光 出 席 活

动 并 致 辞 。 他 表 示 ，滨 州 依 河 傍 海 的

自 然 禀 赋 ，造 就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滨 州 美

食，成了中国“八大菜系之首”鲁菜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味 道 。 滨 州 是 美 食 名 城 ，

拥 有 44 项 食 品 类 的 百 年 以 上 历 史 非

遗 项 目 ，纸 皮 包 子 有 着 300 多 年 的 历

史 ，2016 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武定府酱菜在 2011 年被商务

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产品远销全

国各地，并出口日本、韩国。

滨 州 市 政 协 一 级 巡 视 员 、市 精 品

旅 游 促 进 会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 主 任 吴

国瑞就“滨州味道·香飘世界”进行了

推 介 。 她 表 示 ，滨 州 以 旅 游 第 一 要 素

“吃”为特色的“滨州味道”，呈现出多

元 发 展、靓 丽 纷 呈 的 良 好 态 势 。 丰 富

多样的食材为“五味之变，不可胜尝”

的“ 滨 州 味 道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物 质 保

障 。 穿 越 时 光 隧 道 ，厚 重 的 历 史 和 多

元 的 文 化 ，造 就 了 滨 州 悠 久 厚 重 的 餐

饮 文 化 ，酝 酿 出 滨 州 人 引 以 为 傲 的 美

食 美 酒 。 在 发 展 中 ，科 技 创 新 在 食 品

领域不断应用，让“滨州味道”香飘世

界美名远扬。

活 动 现 场 ，山 东 舜 和 酒 店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济 南 餐 饮 企 业 与 滨 州 中 裕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等 滨 州 食 品、食 材 供 应

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亦非）

校企共融，打造乡村振兴诸城模式的“永辉样板”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山东省职业教

育·王煜琴名师工作室”（以下简称“王

煜琴名师工作室”）自 2019 年 11 月开启

工作以来，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持续发挥旅游职业教育的专业和平

台优势，用智慧和热忱积极贯彻乡村振

兴重大战略，先后智力服务多个地方政

府和企业，带动群众就业，增加农民收

入，有力提升了地方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获得当地政企的高度赞誉。

校 企 合 作 、产 教 融 合 促 进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 近 年 来 ，“ 王 煜 琴 名 师 工 作

室”主动对接产业、走进企业、走向乡

村 ，在 山 东 永 辉 乡 间 生 态 旅 游 发 展 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乡间”）建立了

名师工作室乡村振兴实训基地和文旅

主 播 培 育 基 地 ，努 力 探 索 职 业 教 育

“融”进企业、“融”入乡村的新路径，用

扎 实 的 业 绩 、亮 眼 的 成 绩 奏 响 新 时 代

的乡村进行曲。

优化乡村旅游供给
提振产业经济

“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相传当年苏轼狩猎的常山脚下原

是一片荒岭薄地，多年来，凭着敢试、敢

干、敢闯、敢创的干劲，“永辉乡间”硬是

把 这 里 打 造 成 了 绿 水 青 山 。 近 年 来 ，

“王煜琴名师工作室”联手“永辉乡间”，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便

利的区位条件，率先开发研学旅行和劳

动教育管理与服务新业态；双方充分挖

掘“永辉乡间”耕读文化、农业资源、诸

城苏轼文化、乡村振兴永辉实践案例以

及天然花草、生态美食、茶、中草药等资

源 ，研 发 了 适 合 中 小 学 学 情 的 全 学 段

“永辉乡间”基地劳动教育课程和研学

旅行课程，构建起全方位全学段的研学

及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设计了示范性劳

动教育和研学旅行教育线路方案，探索

出一条独具“永辉乡间”特色的中小学

生课外实践教育路径。在名师工作室

的带动和指导下，“永辉乡间”连续两年

参加山东省研学旅行创新线路设计大

赛并获一等奖，同时获山东省财贸金融

系统“五一劳动奖章”。

推动乡村文化创新
塑造乡村文旅品牌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

之 义 ，对 乡 村 振 兴 具 有 引 领 和 推 动 作

用。“王煜琴名师工作室”联手“永辉乡

间 ”，着 力 突 出 诸 城 乡 村 文 化 原 生“底

色”和“基色”，同时融入时代特色，打造

了永辉乡间百花节、百果节、丰收节等

系列节庆活动，反响热烈。在系列活动

中，名师工作室注重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融合教化、熏染陶冶作用，尽力

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将农业文化、在地文化、时代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有机

融合，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亲切自然的

风 格 ，丰 富 了 广 大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彰显新时代道德风尚建设的价值引

领功能和行为引导作用。

同时，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平台优

势，邀请国内知名“导游主播”受聘为诸

城市文化和旅游宣传大使，并在“永辉

乡间”成立文旅主播培育基地，组织了

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诸城持续培养文旅

宣传人才。同时，也更好地推进诸城市

文旅“直播+产业”和“永辉乡间”的快

速发展，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示“诸城模

式”的新时代诸城文旅品牌新形象奉献

了一份力量，彰显了名师团队助力乡村

振兴的情怀。

助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做好智力支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培养“下得

去、留得住、干得好”的新农人。“永辉乡

间 ”不 仅 让 农 民 变 成 了“ 家 门 口 的 工

人 ”，也 吸 引 了 一 批 大 学 生 回 乡 筑 巢 。

“永辉乡间”的管理团队中，中高层管理

人员大多来自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培

养适合产业需要的人才是职业教育的

使命，“王煜琴名师工作室”主动发挥职

教优势，积极承担起人才培养、培训的

重任。在校内，遵循文旅职业技术技能

人才的培养规律，以一线岗位需求为导

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促进教学

过 程 与 生 产 过 程 对 接 ，提 高 供 需 匹 配

度，培养适合文旅产业实际需求的一线

服 务、管 理 人 员 。 在 校 外 ，以“永 辉 乡

间 ”为 实 践 基 地 ，让 校 内 的 学 生“走 出

来”，真正实现跟“一线工作”“融入”式

的面对面；同时，校企共同总结产业规

律和实践规律，将鲜活生动的案例回馈

课堂、引进教材，着力培养学生适应行

业的能力。除了校内日常师生的校企

共融共育，“王煜琴名师工作室”先后助

力“永辉乡间”举办多期全市范围的“送

智下乡”专题讲座以及 2020 年度省级

“大姐工坊”素质提升培训班；助力诸城

市第 12 期“龙城大讲堂”培训活动，努

力让实践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农民、一线

技术和服务人员提高理论水平，既能培

养造就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

新农人，又能将其充实到校内教学队伍

中来。通过人才培养和人员培训的“双

轮驱动”机制，为诸城市乡村振兴提供

了更强的人才保障。

可以说，现在的“永辉乡间”是包含

国家级生态农场在内的农文旅深度融

合的综合性园区；“王煜琴名师工作室”

正打造校企共融的“永辉样板”，以实现

可复制、可推广。未来，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像“王煜琴名师工作室”这样的职

业教育团队助力更多像“永辉乡间”这

样的乡村文旅企业高质量快速发展，为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做出新贡献。

（王煜琴 张东晨 山东旅游职业学

院 姜婵 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山东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以“蓝天 、碧海 、金沙滩”而享誉，是世界五大太阳文化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水上运动之都”“东方太阳城”，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联合国人居奖城市 、全国文明城

市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地区等称号。近年来，日照市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和旅游需求为目标，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持续深化文旅产业供给侧机构性改

革，不断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根据旅游统计调查和客流与消费大数据综合测算，2022 年，日照市国内游客接待人数、旅游收入两项指标恢复程度均位居全省前列。

厚植资源优势

海洋旅游释放新活力

海洋、沙滩是山东省日照市重要的

旅游资源。如何丰富海岸旅游休闲项

目，既方便市民休闲，也能让更多游客

愿意在此多留几天，还能避免与其他滨

海城市的旅游产品同质化？日照通过

修建绿道盘活旅游资源，将阳光海岸带

作为旅游核心区域打造，免费开放万平

口景区、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并建

成启用 61.8 公里阳光海岸绿道、山海风

情绿道，将万平口、日照海洋公园、东夷

小镇、海洋美学馆、日照海滨国家森林

公园等颇具特色的滨海旅游项目串点

成线。游客沿绿道一路骑行，可在沿途

的多个观景平台停留观景，也可在海边

的城市书房读书静心。

此外，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创建

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并获“中国天

然氧吧”“2022 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

等称号。阳光海岸带精品旅游产业集

群入选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

群库，成为拉动日照社会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日照海洋公园、东夷小镇、海洋

美学馆等海洋文旅产品深受游客青睐，

海洋体验游、海洋康养游、海洋体育游

等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阳光海岸 活

力日照”城市品牌更加响亮。

唱好“融合戏”

体育旅游实现新突破

一场马拉松，近两万名运动爱好者

用 脚 步 丈 量 了 日 照 这 座 城 市 ；两 条 绿

道，市民、游客在或骑行或漫步中体验

着山海相依的迷人风景；赛艇队、皮划

艇队、帆船队等国家队伍点赞日照的热

情民风、优美风景……体育，正为日照

开启另一种旅游生活。

除了大海、沙滩，来日照旅游还能

体验什么？体育可以作为答案。在日

照，依托“蓝天碧海金沙滩”的自然资源

禀赋，网球、足球、帆船帆板、皮划赛艇、

游泳、龙舟、海钓、滑雪、潜水、射击等上

百种运动项目体验蓬勃发展，6 项国家

级体育旅游精品项目、9 项省级体育精

品 项 目 打 响 了 日 照 的 体 育 旅 游 品 牌 。

日照被授予“中国国际休闲海钓之都”

称号，连续四年获评“中国体育旅游十

佳目的地”，创建成为首批全民运动健

身模范市、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如今，打造个性特色、有影响力的

体育精品旅游项目成为日照体育旅游

业的重点发展方向。28 公里阳光海岸

绿道将公园、湿地、旅游小镇、体育场地

串珠成链，33.8 公里的山海风情绿道有

机连接东部滨海资源、北部山岳资源和

沿途田园风光；水上运动、足球、网球等

一批专业体育项目一应俱全，精心打造

的体旅设施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流连忘返。

此外，日照还顺应大众自驾游发展

趋势，打造了 306 公里的“经山历海”摩

旅自驾游线路，融合海滨休闲、田园观

光、文化体验等内容，打造出一条专属

摩旅自驾游风景廊道，丰富了自驾游产

品 体 系 。 日 照 培 育 打 造 的“ 海 滨 山 岳

行”“阳光海岸·欢乐冰雪”“齐鲁风情 5

号路”等线路多次入选国家级体育旅游

精品线路。

加快集聚发展

婚恋旅游迸发新潜能

“婚恋+旅游”“甜蜜经济”让日照

踏出幸福节拍。蓝天澄澈，碧海远阔，

金灿灿的阳光铺满绵软的沙滩，踩着细

密的沙粒上岸，碧绿的草坪上处处是披

白纱、着礼服的新娘新郎，他们正对视

而笑，在这如画的风景里用镜头定格一

生的幸福……

日照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

的人文景观，海滩、森林、花海、山岳、古

城交相辉映，有发展婚庆产业得天独厚

的优势条件。近年来，日照婚恋旅游产

业发展迅速，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婚纱

礼服、蜜月度假等形式多样的婚恋旅游

产品不断涌现，日照成为婚恋旅游者追

捧的打卡地。

位于万平口景区的碧海蓝天婚嫁

产业园，拥有 9.2 平方公里的核心滨海

旅游资源。近年来，园区倾力打造了木

屋草坪、海誓山盟、天空之城、无边泳

池、哥特教堂、小镇街拍等特色景观及

内景影棚，将文化、艺术、婚礼、婚拍、旅

游等产业相关需求有机融合，优越丰厚

的“家底”和精心装扮的“高颜值”，吸引

大量全国各地的新人慕名而来。碧海

蓝天婚嫁产业园项目自 2018 年启动运

营以来，共接待新人 3 万多对，吸引客

流量约 15 万人次。

目前，全市有婚恋产业相关经营主

体 4400 余家，涉及婚恋产业各个环节；

有成体系、成规模的婚拍基地 36 处，涵

盖海洋、山岳、花海等多种主题。东夷

小镇、泉山云顶风景区、白鹭湾艺游小

镇等也成为广大市民、游客婚拍、旅拍

的“网红打卡地”，一年四季都有情侣留

下幸福的足迹。日照“东方婚恋之都、

海誓山盟胜地”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不断提升。

发展夜间旅游

点亮城市夜间经济

夜间旅游是拓展文旅消费市场的

重要领域。近几年，日照市聚焦优质夜

间文旅产品供给，规划建设了一批夜间

文旅优质项目，策划推出了一批夜间文

旅消费产品，培育创建了一批与区域商

圈发展相融合、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

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基本形成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

富有活力的夜间文旅经济发展格局。

东夷小镇和莒国古城作为日照旅

游的“网红打卡地”，是山东省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不仅能在白天为游

客提供多方位的旅游服务，夜幕降临后

更是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创意物件、

色香味全的各类美食，让众多游客与市

民流连忘返。除了美食，东夷小镇、莒

国古城等街区还在夜间亮化、文艺演出

等方面下足功夫，不断丰富夜间旅游产

品，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自身吸引人气

的筹码。自运营以来，东夷小镇累计接

待游客 2300 余万人次，单日最高游客

量突破 7.5 万人次；莒国古城商业街首

开 区 日 均 接 待 游 客 达 3 万 余 人 次 ，其

中，夜间游客占比超 6 成。

借海上灯火，趁兴头欢聚，在光和

影交错的日照，有沉浸式视听盛宴“日

出东方·海之秀”，有深受游客喜爱的大

马戏表演，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剧情

配合色彩缤纷、奇特壮观的高科技表现

手法，运用激光、音频、影像、4D 动画、

喷泉、水雾、烟花等多媒体创新技术手

段 和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打 造 了 一 场 集 艺

术、创意、科技、文化于一体的大型多媒

体现代化水秀夜间表演；惊险的空中飞

人、炫目的笼中飞车、幽默的小丑表演

等节目，以及国际化的演出、近距离的

互动，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为日照的夜经济增添了许多亮点，让日

照的旅游市场越“夜”越精彩。

回 顾 过 去 ，全 市 旅 游 行 业 承 压 前

行，逆势增长。展望未来，日照文旅从

业者信心百倍，乘势而上，奋力开创文

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力打造

现代化国际海滨旅游度假名城，为中国

式现代化“日照实践”作出文旅新贡献。

“滨州味道·香飘世界”好品推介暨“滨州宴品鉴会·济南站”活动举办 京剧《燕翼堂》全国巡演启动

3 月 21 日至 22 日，由山东省旅游行

业协会、山东省旅游推广中心、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蓬莱区政府主办，蓬莱区文

化和旅游局承办的 2023“烟台·蓬莱”中

外旅游渠道商采购大会在蓬莱举办。中

外旅游渠道商、业界专家、烟台文旅行业

企业负责人，以及国家、省市级媒体代表

共计 100余人出席大会开幕式。

本次活动以“新趋势、新体验、新消

费”为主题，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邀请

中外旅游渠道商来到烟台品鉴微度假、

新旅居等新业态产品，凝聚旅游业界力

量，创新线路、开发产品，进一步激活烟

台旅游目的地的消费动能，为“山东消

费提振年”贡献文旅力量。

开幕式上，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发

布“仙境春潮 鸥遇海岸 品鉴鲜美”产

品体系，蓬莱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 12

条蓬莱“仙·海”微度假线路产品。活动

现场，蓬莱区文化和旅游局与山东旅游

职业学院进行校地合作签约，俄罗斯旅

游渠道商与烟台蓝天文旅管理有限公

司、新绎控股烟台项目公司签署入境团

队合作协议，山东中铁文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与蓬莱旅行社协会达成专列合

作意向……本次大会共完成合作签约

9 个，多方携手，为加快旅游市场复苏

各尽所能、各展所长。

此外，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蓬莱

区文化和旅游局还组织中外旅游渠道

商等与会嘉宾，现场体验了蓬莱阁景区

沉浸式演出、丘山谷葡萄酒休闲等旅游

产品。 （山君 孙爱红）

2023“烟台·蓬莱”中外旅游渠道商采购大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