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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政协委员建言：

将淄博打造成区域性文旅融合高地

把淄博南部山区打造成
全国露营网红打卡地

走出城市、拥抱自然，体验
精致慢生活，已成为当下年轻人
一种新的选择，露营旅行应运而
生。淄博南部山区，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具备良好露营条件的场
地众多。

“发展露营旅行，不仅可以
带动南部山区区域经济发展，
盘活闲置旅游资源，也是将绿
水青山打造成为金山银山的一
种生动实践。”淄博市政协委员
孙硕表示。

孙硕建议，实施文旅融合
攀升计划，充分依托山区地形
区域特点、景观景致特色，结合
南部山区特色旅游资源，开辟
适宜进行露营的部分区域作为
试点，合理规划露营区、盥洗
区、用火区、就餐区、娱乐区、集
市区等区域，在硬件条件上做
好保障。

同时，探索淄博特色陶瓷
琉璃文化、齐文化、工业厂房、
蹴鞠文化与露营活动相结合，
研究露营音乐会、露天电影院、
露天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发掘
山区地质、植被、动物游学活
动，丰富拓宽露营旅游形式；充
分发挥网红带货效应，通过吸
引国内知名电视台、视频网站
等录制拍摄电视剧、综艺节目、
vlog等，把淄博露营地打造成
全国露营网红打卡地。

随着露营产业的发展，露
营已不再是居住条件简陋、生
活设施破旧、吃住游玩不便的

代名词，现代年轻人更多推崇
的是“豪华露营”，居住环境不
仅舒适美观，而且呈现享受生
活的特点。“以露营旅行的发展
为契机，协助周边落后工业生
产企业转型升级，设计生产外
观更加精美、使用更加便捷的
户外用品，提升当地企业参与
经济双循环竞争力，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孙硕说。

打造鲁中海岱网红旅游线
吸引外地市民来淄旅游

在临淄淄河的最北头两岸
分别是皇城镇崔郭村、敬仲镇
白兔丘村，这里与东营市广饶
县东水村相连。广饶县、临淄
区沿淄河两岸都建有很有名的
景点和公园，如果道路连接起
来，将会串联起淄博、东营相关
景点。

“这条线路从渤海之滨串
联临淄各景区进入淄博，主要
连接临淄、淄川、博山、沂源各
大旅游地，经沂河再进入临沂、
日照，到达东海之滨，是条典型
的汇集各种海岱主题旅游内容
和满足各种旅游形式的体验之
旅。”淄博市政协委员贾伟说。

贾伟建议，将这条线路打
造成一条典型的鲁中海岱网红
旅游专线。该线路是条红色路
线，串联起焦裕禄纪念馆、马鞍
山抗战遗址，以及东营渤海垦
区革命纪念馆、共产党宣言纪
念馆等红色路线。同时，该线
路还是条历史文化路线，涵盖
了齐国古都遗址，齐国博物院、

齐国古车博物馆、天齐渊公园、
齐长城遗址。此外，该线路还
把淄博、东营的热门旅游线路

“一网打尽”，比如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鲁山国家森林公园、潭
溪山旅游区、齐山等。

“打造鲁中海岱网红线路
的难度不大，但意义重大。该
线路把沿渤海地区与鲁中地区
结合起来，可成为全天候、全地
域的鲁中网红线路。不仅能带
动周边民宿产业、教育资源、特
色餐饮等，而且还能辐射到周
边地区贫困山区特色产业采
摘。”贾伟说。

设立“蒲松龄文化节”
助力文化强市建设

文化和旅游融合后，文旅
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

“以文促旅，以旅兴文”已经成
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路
径。淄博历史悠久，什么样的
文化资源可以开发成为叫得响
的旅游产品？蒲文化无疑是一
座文旅“富矿”。

蒲松龄是“世界短篇小说
之王”，是淄博的骄傲。聊斋故
事更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
悉。为此，九三学社淄博市委
集体建议设立“蒲松龄文化
节”，打造品牌节日、弘扬聊斋
文化、提高淄博文化软实力，助
力文化强市建设。

九三学社淄博市委集体认
为，设立“蒲松龄文化节”，有助
于宣传淄博文化强市的深厚内
涵和底蕴，将淄博市文化名城

建设落在实处。“蒲松龄文化
节”的主要内容，可紧紧围绕

“蒲松龄”和“聊斋文化”这一主
题，来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
如举办聊斋文化研讨会、聊斋
文化文艺汇演、聊斋故事讲述、
聊斋诗词朗诵、聊斋戏曲演出、
聊斋俚曲演唱、聊斋剪纸、聊斋
书法展等。

叫响“淄博民宿”品牌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发展民宿产业已成为淄博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
手。近年来，淄博市依托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涌现
出了一批亮点民宿，带动了淄
博整体民宿产业的迅猛发展。
目前，淄博市拥有各类民宿
1000余家，8000余张床位，精
品民宿在节假日出租率达80%
以上，呈现出一房难求状况。

如何扩大民宿产业，打造
叫得响的“淄博民宿”品牌？淄
博市政协委员王明新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

“要完善规划设计，对现有
民宿发展进行摸底排查，深入
挖掘文化底蕴，制定形成特色
鲜明的民宿发展规划。”王明新
说，将乡村民宿发展纳入旅游
业发展规划，结合区域乡村文
化旅游和生态资源优势，充分
考虑客源市场需求，在打造品
牌特色线路民宿的同时，注重

向特色古村、偏远乡村发展。
而为了激励更多人投身到

民宿产业，还应出台相关扶持
政策。“比如说，可以增设精品
民宿发展专项资金、出台民宿
管理办法等相关优惠政策。还
可通过小额贷款、贴息贷款等
形式，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发展
民宿。同时，要因地制宜制定
涉及民宿的公安、消防、环保、
林业等方面的管理规定，简化
审批手续，推进精品民宿持续
健康发展。”王明新说。

产业兴旺关键还是人才。
王明新建议，应注重民宿及配
套产业人才培养，积极对接职
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加强与山
东理工大学、淄博职业学院的
联系合作，积极开展管理经营、
厨师、酒店服务等各类人才培
训培养，推动民宿业主、从业人
员管理能力、服务水平、岗位技
能显著提升。同时，积极引进
高端人才和专业管理团队为民
宿业发展增强持续发展后劲。

此外，王明新建议，强化精
品民宿品牌意识，积极推行区
域品牌运营模式，统一规划、统
一宣传、统一推介，打造一批叫
得响的“淄博民宿”品牌。通过
运用新媒体、讲述民宿故事、展
示入住体验、客群营销等方式，
增加现有粉丝的黏性，广泛传
播淄博精品民宿中所蕴含的文
化精髓，提升“淄博民宿”的知
名度、影响力和带动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两会”报道组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铸就形成新时代淄博城市精神，实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十大攻坚行
动，增强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荣誉感。

近年来，淄博市围绕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行有效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何多措并举，加速推动淄博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淄博“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为此建言献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既有高度，又有温度，体现了深
厚的为民情怀，为人民建设城
市，为人民发展经济；更有深
度，特别是有厚重的历史担当，
对于老工业城市长期积累的科
技、环保等矛盾问题，都能勇于
面对，拿出破解之策。”淄博市
人大代表、淄博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承
友说。

2020年，淄博经济开发区
完成固定投资49.45亿元，同
比增长31.5%，增幅列全市第
二位；“十强”投资完成16.6亿
元，“四新”投资完成19 .8亿
元；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总产值193.84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实现47 .48亿
元，同比增长0.33%；规模以上

工业四强产业增加值完成
26.23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55.24%。

2021年，淄博经济开发区
将以全域开发建设为主线，对
全区主次干道路网进行提升改

造，对孝妇河、漫泗河等水系进
行全域河道治理、生态恢复提
升，对唐家山公园、青年公园等
进行景观改造，完成城镇开发
边界内在建、新建村的新村建
设，力争两年搭建起基础设施
框架。

“今年，我们将以全方位
‘双招双引’为纽带，抓好市区
重大项目建设，项目个数、投资
总额、年度投资额均实现2倍增
长。重点抓好10个单体投资规
模超10亿元项目建设，抓好10
个百亿级园区平台建设，打造
铝基新材料千亿级产业集群，
力争三年搭建起产业发展框
架。”张承友说。

2021年，淄博经济开发区
将以实施“倍增计划”为抓手，
抓好初创企业、哪吒企业、瞪羚

企业、上市企业的培育。从今
年起，财政收入保持30%以上
增速，实现3年翻番；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25%以上增速，其中
2021年增长100%以上，实现5
年翻两番；规上工业总产值保
持15%以上增速，实现5年翻
番；力争五年整体经济实力达
到一般区县水平。

张承友表示，“十四五”期
间，淄博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要
放在淄博市“十四五”发展的大
格局下来谋划，尤其要与主城
区的张店区、高新区来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一体建设，共同
建设“大张店”，“目前，经开区
已全面完成功能区划转，各项
工作交接到位并有序推进。新
的一年，要立即掀起大开发大
建设大发展的热潮。”

淄博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承友：

迅速掀起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

淄博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承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