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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光地处山东半岛北部、 渤海莱州湾南畔，总面 
积 2180平方公里，海岸 

线长 56公里，气候温暖湿润，是 

全国闻名的“蔬菜之 乡”，冬暖式 

蔬菜大棚的发祥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高科技 

现代农业为寿光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条件。近年来，寿光市紧 

紧围绕“突出农业生态特色，发展 

现代 乡村旅游，做大做强旅游产 

业”的总体思路 ，坚持农游结合 ， 

狠抓特色开发，尤其注重在农业 

开 发与生态旅游业结合上做文 

章，以旅促农 ，以旅助农，走出了 
一

条高科技 、生态型、乡村化的旅 

游发展新路子，目前全市已形成 

了以蔬菜博览会、蔬菜高科技示 

范园、蔬菜批发市场、生态农业观 

光园、 林海生态博览园、三元朱 

村、乌克兰大樱桃基地为重点的 

现代乡村旅游。2005年乡村旅游 

接待国内外游客 126万人次 ，乡 

村旅游综合收入 2．8亿元。 
一

、旅农结合，快速发展。寿光 

很早就有 种植大 田菜的 习惯 ， 

1989年，寿光市三元朱村开始大棚 

蔬菜种植，通过对蔬菜大棚的成功 

推广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使大棚 

种植在寿光迅速铺开，逐步形成规 

模。为了进一步扩大蔬菜大棚的种 

植面积，给农民带来更高的效益。 

1999年，寿光市成立了蔬菜高科技 

示范园，并于2000年 4月份成功 

召开了首届蔬菜科技博览会，在市 

委、市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政策引导 

下，逐步实现了旅游业与农业的有 

机结合，形成了相互促进和相互补 

充的发展模式。2000年以来，各镇、 

街道结合自身实际相继出台优惠 

政策，对蔬菜大棚进行了统一科学 

规划，尤其是沿弥河两岸形成了百 

华里蔬菜大棚乡村旅游生产观光 

28 跻 辟 宠20D6．8 

带 。 

二、领导重视 ，齐抓共管。现 

代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离不开各 

级领导的亲切关怀，离不开上级 

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张高丽书 

记到寿光视察时明确指出：“寿光 

的农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现在 

工业又赶上来了，综合实力有了 

大幅度提高 ，下一步再把三产和 

旅游搞上去 ，寿 光大有希望 ”。 

2004年 4月，“全国工农业旅游示 

范点”验收现场会议期间，国家旅 

游局副局长孙钢对寿光市的农业 

生态观光旅游给予了充分肯定 ， 

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上级领 

导的关怀和期望 ，对寿光旅游业 

的发展既是鼓舞又是鞭策。为了 

及时协调解决旅游业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 ，寿光市专门成立了以市 

长为组长 ，旅游 、文化 、交通 、公 

安、工商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的全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定 

期研究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 

事项，及时协调解决乡村旅游发 

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三、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寿 

光是一个农业大市 ，农业旅游资 

源十分丰富 ，但挖 掘的深度不 

够，发展参差不齐。为整合旅游 

资源，形成品牌，专门聘请了旅 

游专家进行设计规划，从旅游产 

品策划、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功 

能配套到文化内涵包装等 ，进行 

分类指导。第七届蔬菜科技博览 

会在增加展示规模的基础上，增 

加了台湾展厅，琳琅满目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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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吸弓I了大批游客驻足观望 、 

购买。蔬菜高科技示范园作为菜 

博会的主展区、展示现代高科技 

农业前沿技术的主阵地 ，在现代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上突出自身特 

色 ，先后与山东农业大学 、上海 

交大农学院、中科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今年 4月 20日又与中国 

农业大学 合作成 立了蔬菜研 究 

院，共同培育农作物新品种 ，为 

研制和推广应用农业新产品与新 

技术等提供试验场所，向游客和 

农业工作者、科技旅游代表团、 

学校教学 的师生 等进行 科技 示 

范 、科技交流与农技人才培训 、 

科技咨询服务等，更好地促进了 

示范园经济的发展。 

四、多元投入，促进建设。我 

们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走 

多元开发的路子 ，提高项目开发 

档次。依托蔬菜产业的发展，积极 

与国外种业公司合作 ，先后弓I进 

了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等 

公司来寿光投资建设示范基地 ， 

目前这些基地已成为蔬菜博览会 

的分展区，现代乡村旅游的重要 

组成部分。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 

寿光市特色旅游的重要景点 ，我 

们投资 4000万元，建成了国内第 
一 家蔬菜电子拍卖市场 ，为乡村 

旅游增加了新的亮点。投资2．8亿 

元 ，按照“AAAA”级景区标准规 

划建设了农业生态观光园，目前 

已经完成总体规划和前期绿化工 

作 ，计划明年全部完工。 

五、优化结构，科学定位。为保 

证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依 

据 《山东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 

《寿光市城市总体规划》，制定了寿 

光市旅游发展规划，充分利用潍坊 

成为环渤海城市旅游合作组织首 

批成员的机遇，积极融入区域旅游 

一 体化。目前位于小清河北岸羊口 

万亩湿地游园 ，已经聘请清华大 

学的专家搞好了规划设计，并与 

天津 、青岛的两个客商达成了合 

作开发意向。该游园主要是充分 

利用当地现有的自然地貌，体现 

生态特色，建设北部沿海湿地乡 

村旅游区。建成后将进一步拉动 

寿光市北部经济的发展。去年市 

委、市政府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 ”为契机 ，围绕吃 、住 、行 、 

游、购 、娱六大要素 ，狠抓了旅游 

基础配套建设，加快了旅游资源 

的开发整合力度 ，其中按照国家 

“AAAA”级景区(点)标准规划建 

设的生态农业观光园，以历史人 

物贾思勰及其农学巨著 《齐民要 

术》为主线 ，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农 

业生产力状况予以再现，将远古 

的农业文化与当代高科技农业前 

沿技术有机结合，增加游人游览 

的刺激性和多样性。目前已累计 

完成投资近 2亿元，明年底全部 

竣工，农业生态观光园建成后，与 

弥河两岸 8个村有机连为一体 ， 

形成生态旅游与现代乡村旅游的 

有机结合，将成为寿光市现代 乡 

村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 1月 1O 

日，寿光市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上被命 名为 “中国优 秀旅 游城 

市”，进一步提升了寿光城市形象 

和对外影响力，给寿光市旅游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六、旅农结合，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 

游业特别是现代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把旅游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 

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 ， 

把现代乡村旅游列入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议事 日程。并修订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市旅游业发展 

的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旅游业发展 

的政策和措施。一是会展效应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国(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以服务 “三 

农”为宗旨，以“绿色·科技 ·未来” 

为主题 ，集展览展示、科技推广、经 

贸洽谈 、文化交流、农业观光于一 

体把崭新的国际交流平台搬到寿 

光的“乡间阡陌”，美国 、瑞士 、荷 

兰、以色列等国家的 2O多个涉农 

企业参会参展 ，使国际领先技术 

在寿光高密度聚集，处处都是栽培 

“新概念”。农民得以尽情“吮吸” 

菜博会蕴含的新思想、新理念、新 

技术，观念不断更新 ，思想全面开 

放。第六届蔬菜科技博览会参观 

人数突破 106万人次。第七届中 

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接 

待人数超过 126．8万人次。二是 

农民种植蔬菜大棚 ，参与乡村旅 

游 ，直接受益。随着寿光旅游业知 

名度的不断提升 ，到寿光的参观 

者络绎不绝 ，目前沿弥河两岸建 

成了百华里蔬菜大棚生产带，形 

成了 8O万亩蔬菜、30万个大棚 、 

1O万亩优质果品的亮丽现代乡村 

观光旅游风景线。裴岭胡萝 卜、文 

家韭菜、古城西红柿 、田马洋香瓜 

等专业种植乡镇的发展，也为现 

代乡村旅游提供了一批特色鲜明 

的观光区。例如三元朱村已实现 

连村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 5000 

亩 ，产品达 A级 、AA级标准 ，其 

中“乐义”牌无公害蔬菜远销国内 

外 ，2005年到三元朱村参观学习 

的游客达到 82万人次，仅游客采 

摘收入就达 500多万元 ，给农民 

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旅 

农结合，以菜为媒 ，加大招商力 

度，增加了农民就业。通过召开蔬 

菜科技博览会，与美国、荷兰、以色 

列等 3O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 

作关系，直接增加农民就业 5600 

多人。国 

(作者 为寿 光市人民政府剐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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