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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进入数九寒天，但青岛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村依然热闹非凡，
乡村大舞台上孩子们在欢乐嬉戏，村庄东头的小树林开起了音乐会，长
笛、唢呐……琴瑟和鸣，奏出了老百姓对未来的新希望；在望城街道七星
河新村东龙湾庄自然村的青岛鑫龙湾养鹅专业合作社，一片热闹繁忙景
象，门前车水马龙，来客络绎不绝。据了解，莱西依托当地独特的民俗文
化和自然资源，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民的腰包也鼓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水库鱼宴引得客人络绎不绝

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村，有着650多年的历史，
进士故居、家族宗祠等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老龙
槐”“风水谷”等历史文化资源琳琅满目。在600多
年的大槐树下，几位老人边聊天边干着手里的农活
……一切都是这么祥和自然，文旅发展和原住民的
生活相得益彰。

“产芝村靠近水源地，不能发展工业，不能发展
畜牧业，世世代代靠种粮为生。”水集街道宣传委员
曹福艳介绍，依托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和自然资
源，产芝村发展起了乡村旅游，成为美丽乡村建设
的“齐鲁样本”。

“我们渔水之乡农家乐的鱼都是从莱西湖现
捕捞的，鲤鱼、鲢鱼、草鱼，油泼、家常、红烧，啥鱼
啥花样都能做。主打花鲢头汤，凡是来吃过本店
花鲢头的，才知道什么是真正莱西湖野生鱼，老顾
客不远几百里专程从黄岛、威海来吃。每天接待
客人一二十桌。”谈起现在的好日子，产芝村村民
徐振波非常知足，“在青岛市魅力风情农家乐网络
评选大赛中，我们的渔水之乡农家乐荣获亚军。
明年我们准备把外卖生意也搞起来，餐馆前再开
办个垂钓游乐园！”

在产芝村博物馆西邻的渔水之乡农家乐，徐振
波和媳妇周玲玲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食材，有个

“回头客”团队订了11桌中午的农家乐。院内老砖
石的房屋砌得古朴而精致，院外肥美的鱼儿在池子
里游来游去。

“都是做餐饮，外面哪有家里好。”徐振波从20
岁就开始做鱼，到如今做鱼也做了20年。在外辗转
多年后，徐振波看到村里一天好过一天的自然环境
和居住环境，2020年投资了几十万元，把自己家收
拾出来，开起了鱼馆，当上了小老板。2022年，徐振
波又把自家屋后一套民房改造成古典民宿，在他的
精心打理下，收集了很多古老的家具，既保留老屋
老院的古朴，又具备现代生活的便利，让离开农村
很久的游客留住记忆深处的乡愁。旁边的村民丁
文萍也趁机发展起“割瓣火烧”，为前来旅游的顾客
提供能带得走的美食。

游生态莱西，品水库鱼宴，成为莱西接待游客
就餐的首选，专程从周边县市赶来品尝淡水全鱼宴

的客人络绎不绝。每逢周末、节假日，产芝村的“开
心农场”、露天烧烤、采摘园、农家乐餐馆几乎家家
爆满，村里的闲置房屋、耕地一下子变成了能分红
的“宝贝疙瘩”。

“产芝古村乡村旅游兴起，最受益的是老百姓，
都忙得不亦乐乎。”据曹福艳介绍，村庄旅游资源多
了，配套也要跟得上。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产芝乡
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了产芝老家旅游品
牌，并邀请设计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村党支部引
入第三方统一对闲置民房进行改造与区间环境整
治，村民以房屋的形式入股，将120余间民房打造成
民宿“两条街”。投资几百万元新建了村史馆，整修
了进士故居、王氏祠堂、国医馆、莱夷古窑等。村内
建起了“产芝大饽饽”“产芝贡鹅”“泥老虎”“割瓣火
烧”等民俗博物馆。通过经常开展民俗节、音乐节、
亲子活动、乡村旅游等文化活动，吸引莱西市面食
文化协会、莱西市诗词楹联协会、莱西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采风基地、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实践基地
等众多机构入驻。

美味烤鹅带动生态观光农业

放眼整个莱西，利用自然资源禀赋发展起来的
文旅产业项目比比皆是。

“要吃好烤鹅，请来七星河。鹅子烤得香，顶数
龙湾庄。烤鹅香又脆，生活天天美。烤鹅烤得香，
不吃馋得慌。”在望城街道七星河新村东龙湾庄自
然村，鑫龙湾养鹅专业合作社社长史孟涛忙得不亦
乐乎，因为他的“鹅”产业火得“好戏连台”。2022
年，七星河五龙鹅被授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
书；2023年，七星河鑫龙湾烤鹅制作技艺被评为莱
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史孟涛被评选为“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

“七星河烤鹅之所以大受欢迎，原因有二：一是
食材很好。烤制用的五龙鹅是合作社自己手工孵
化，原生态放养，吃着粮食、有机蔬菜，喝着七星河
的水长大，无激素、无药残、无转基因；二是烤制用
心。采用36种名贵中草药，经过20多道工序腌制，
在新式烤鹅炉里用果木炭烤制，出炉的烤鹅呈酒红
色，色泽诱人，香味馋人，鹅肉外焦里嫩，味道鲜美，
香而不腻。”据史孟涛介绍，合作社的养鹅基地原本

是一块不毛之地，周边还有一个大荒湾，经过修整
后，大荒湾水面养鹅，水下养鱼，鱼与鹅形成了良好
的生物链，一湾“死水”变“活水”。周边土地，上面
种小麦、玉米等作物，下面放养小鹅，因为有鹅啄
食，地里什么药也不打，化肥也不施，确保了生态环
保。收了玉米，地里施上发酵好的鹅粪，再种上小
麦，这样一来，鹅粪得到了妥善处置和利用，从而形
成了种、养互补的绿色循环发展生态链条。现在，
鑫龙湾养鹅专业合作社年繁育鹅苗20多万只，月存
栏5000多只，日产鹅蛋1000多枚，年售烤鹅6000多
只。鑫龙湾养鹅专业合作社辐射日庄、南墅、马连
庄等多个乡镇，还把养鹅产业拓展到了周边莱阳、
海阳、招远、平度、即墨等区市。如今，在新村党组
织的帮助下，史孟涛又注册了“七星河烤鹅”商标，
从育苗、养殖，到最后的烤鹅成品，形成了一条完整
的产业链。

游客来到这里，吃着合作社自种的新鲜蔬
菜，嚼着绵软香甜、麦香浓郁的七星河麦香火
烧，品尝着烤鹅抑或丰盛的鹅全宴，无不连夸

“好吃！”
谈起未来发展，史孟涛信心十足地说：“龙年开

春后，将着手新建养鹅池塘，打算在里面种上荷花，
再搭建个垂钓平台，集养殖、种植、餐饮、观光于一
体，发展高效生态观光农业。”

探索全域旅游的“莱西路径”

近年来，莱西市的马连庄甜瓜、夏格庄蒜香鸡、
日庄秋梨等一批莱西名优特产品频频在各种场合

亮相，逐步在青岛市民中打出“莱西有礼”的品牌和
口碑。凭借良好的农业基础，莱西在农产品深加工
领域做得风生水起，成为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

一些乡镇更是结合自身优势和各种资源，衍
生了形态各异的文旅项目，推动着乡村振兴的
发展。比如南部的姜山镇成功打造“绿野仙踪
姜山如画”特色文旅品牌，着力发展“小龙虾+文
旅”的发展新业态，定期开展小龙虾美食节等主
题系列活动。以小龙虾产业发展为契机，持续
整合湿地风光、红色旅游、古村落等旅游资源，
将小龙虾与文旅产业相结合，开发特色文旅新
业态，打造“大闸蟹、小龙虾垂钓+研学+特色餐
饮”旅游路线，推出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真正用
小龙虾串起一二三产融合的价值链，进一步闯
出发展新空间。

地处莱西东部的河头店镇则投资1.1亿元建设
的环龙泉湖旅游带，融入网红打卡地元素，发展采
摘、体验式乡村旅游。采用“平台公司+村集体+社
会资本”模式，成立新安文化旅游公司，投资3000万
元打造草花山涧水上露营地。

坐落在青岛市“高铁半小时经济圈”内的莱西，
有着青岛“后花园”的美称，近年来，莱西文旅融合
不断提质升级，让这座生态小城更加惹人瞩目，成
为人们假日短途游、近郊游的好去处。莱西充分挖
掘本土特色与优势，深入实践全域旅游理念，激发
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得
来、留得下、不想走、还想来”，正成为深度体验游的
重要大本营。

莱西:乡村旅游火了村庄富了百姓

《青岛市城阳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1—
2030）》（以下简称《规划》）近日公布，《规划》着眼
于全区自然禀赋和文旅资源现状，充分发挥“旅
游+”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注重旅游新业态引
入，着重打造“微旅游”和“深度游”市场，提出了
全域旅游发展的短期目标及长远规划，明确了全
域旅游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建设重点和
保障措施。

打造旅游与产业融合发展窗口

在总体定位上，城阳区将建设国际滨海生态
度假目的地。在青岛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中
担当重任，奋力打造湾区都市活力城阳。以世界
青少年运动名城、国际级湿地鸟类科普研学基
地、全国海湾康养度假地、世界动车小镇为目标，
以全域旅游为抓手，争做青岛旅游向北发展的

“桥头堡”；照亮“湾区梦”，将城阳建设成为集世
界级青少年赛事研学、生态观光休闲、医疗康养、
主题乐园、韩国文化休闲、渔家文化体验、山乡旅
游、高端民宿、工业旅游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国
际滨海生态度假目的地。

在产业定位上，城阳区将塑造城市绿色、环保
的国际化形象；城市居民和野生动物“居民”共享生
态、幸福生活的窗口；旅游与轨道交通产业融合创
新的窗口；旅游与康养、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窗口。

新建11个文旅产业融合景区

《规划》提出，新创建11个文旅融合景区，包
括“红岛赶海渔人码头+韩家民俗村”“罗家营周
边区域湿地+飞鸟公园”、海鲜农贸市场、稻田列
车、盐务专线体验、青岛东风古法海盐场及海盐
博物馆、晨曦公园、康养新城、铁骑山励志民宿体
验区、丹山红色教育基地。

城阳区规划了七类文旅产品，包括城阳遗产
文化体验之旅，如韩家民俗村、海鲜农贸市场、铁
骑山励志民宿体验区；文创产业园区/街区，如未
来城时尚国际休闲街区；历史人文景区/文物景
点，如太和山景区、铁骑山励志民宿体验区、丹山
红色教育基地、大通宫、法海寺等；文化休闲体验
产品，如红岛赶海渔人码头、海鲜农贸市场、胡峄

阳文化园、韩国风情街区、国学公园等；可布局文
化演艺活动产品的项目载体，如晨曦公园、红岛
赶海渔人码头、海湾博物馆、青岛青春足球场、海
鲜农贸市场、韩国风情街区等；特色IP文化旅游
产品，如动车小镇系列公园、方特熊出没主题乐园
项目等；文化节庆旅游产品，如世界爱鸟节、城阳
河海文化狂欢节、红岛灯光焰火节、海湾音乐啤酒
节、齐鲁樱花节、全省研学旅游节、国际美食汇、

“红色初心”忆苦思甜登山节、国际主题艺术节等。

规划“旅游+多产业”体系

《规划》提出了“全域旅游+产业”体系规
划。其中“旅游+体育”，发挥品牌赛事影响力，
积极引进国际性体育赛事。

“旅游+商贸”，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借力山东
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优势，大力发展免税商贸及
对韩、日商贸，建设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先行区。
打造以时尚流行、世界名品为特色的国际时尚街
区，建设胶东经济圈消费中心区的核心区域。

“旅游+教育”，规划了工业科技研学课程、
自然生态研学课程、传统文化研学课程、红色经
典研学课程、美丽乡村研学课程、体育运动研学
课程、艺术文化研学课程。

“旅游+工业”，依托世界级先进制造业聚集
区，打造中国高铁精神体验地的城阳地标。

“旅游+康养”，积极推进康复大学等医疗企
业、医疗教育机构的实施落地，打造大型康养度
假综合体，建设人文生态幸福家园。深挖康疗养
老文化、中医药养生文化，进一步导入医疗康养、
运动康复产业，开发生态/禅修/茶养生体验产
品，丰富城阳康体养生旅游。

“旅游+农业”，打造以“城阳味道”为品牌的
农副类旅游商品。依托“万亩盐碱地稻作改良示
范基地+稻田动车试验线”捆绑推出国家级IP旅
游产品。

“旅游+会展”，借助青岛市滨海旅游目的地
和国际化交流合作的区位优势，以及城阳区国际
化产业与会展资源优势，强化发展会奖旅游，构
建“两大会展产业聚集区+六大行业会奖旅游品
牌”的会奖旅游体系。打造覆盖各类商务客群的
会奖旅游增值体验方案。

城阳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公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封满楼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辛小丽 通讯员 程强

七星河烤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