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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镇海，万象归怀，这是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的自然奇

观；三围大海，背负平川，这是崂山风景区的地理特征。

目前，崂山风景区规划范围内有村庄 109个，其中 13个村

庄、1.1 万余人位于景区售票口以内和旅游专用路两侧，景区

和村庄形成了位置密不可分、发展息息相关的关系。

既要让美景“出圈”，更要让区域乡村振兴“出圈”。近年

来，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坚持“景村融合”发展理念，锚定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和全市共同富裕先行区的目

标，充分发挥景区辐射带动作用，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途径，坚持农村景观化、产业融合化、全域景区化

同步推进，创新推动农文旅融合，推动点上出彩、线上成景、

面上美丽，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大美画卷，先

后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

景村融合，以3A标准打造美丽乡村

晚秋时节，崂山风景区内仿佛打翻了调色板，枫林尽染，

五彩斑斓，绚丽缤纷，呈现出一年当中最丰富的色彩，吸引了

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赏景游玩。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崂山风景区，不光要欣赏漫山遍

野的枫叶之美，更要体验北九水的山水之乐。这段时间，位于

仰口游览区内的众多民宿，也迎来众多回头客，游客喜欢待在

崂山两三天，深度体验崂山风景区的秋韵。景区附近的农家

宴，也迎来一波消费小高峰，丰收时节的崂山特产：松蘑、各色

海鲜，还有水库鱼，成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必选。

在流清河景区，不时有旅游大巴驶入景区，沙滩上有众多

游客游玩。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西麦窑村的民宿已经从

去年的不足百家，发展到今年 11月份的 115家，西麦窑村成为

崂山区民宿数量最多的村庄。

乡村旅游被誉为“美丽经济”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有赖于

乡村的“美丽”，也有利于创造和提升乡村的“美丽”。

青岛市崂山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坚持以 3A 级以上

旅游景区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制定《崂山区美丽乡村建设

规范》和《崂山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实施农村污水治理、燃

气、电力、清洁取暖等基础设施重大攻坚行动；开展景区东线

道路沿线环境提升，整治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景观

环境，优化视觉空间，打造“最美滨海旅游风景道”，成为市民

游客竞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在主要街道、特色旅游村建设一

批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深入推进“旅游厕所革命”，新建改建 39

座旅游厕所，完善乡村旅游导览标识系统，彰显浓郁地域特

色、民俗特色、文化特色，乡村旅游环境面貌、接待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凉泉理想村、解家河国际艺术村等一批高品质乡村快

速崛起，东麦窑村、晓望村入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沙子口街道获评省级精品文旅名镇。此

外，成功创建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7个、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 19个、“美丽街巷”12条，“美丽庭院”创建率 53.75%。

围绕推动绿色、协调、共享发展，立足景区与当地村庄发

展实际，2015 年 1 月，崂山区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

景区与社区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旅游产业、社会民生、旅

游文化、资源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谋划布局，推动旅游带动

区域经济，加快景区村庄融合发展。成立了景村融合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将该项工作纳入全区综合考核。

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制定了《关于景区生态资源保护

奖励补助的暂行办法》及其考核办法，每年对核心游览区内 35

个村庄进行生态资源保护奖补，改善村民生活，增加集体收

入。2019年，为加大景区民生保障力度，连续三年对“两区”范

围内的大龄劳动力实施生活补助，进一步提高景区内村民生

活保障水平。2022年，该局完善并出台新的《崂山风景名胜区

生态资源保护奖励补助办法》和配套管理办法，在提高生态奖

补金额的同时，奖补范围从原来的 35 个村庄扩大到 71 个村

庄，6 万余名村民享受到生态保护奖补政策，让更多村民共享

景区发展和生态红利。

产业融合，让美景与产业双向奔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青岛市崂

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牢牢抓住乡村振兴发展机遇，走出

了一条以特色农旅一体化发展带富带强村集体、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的发展路径，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等荣誉称号，成为山东省美丽

乡村标准化建设示范村。

曾经的石头房，摇身一变成为特色民宿。目前，东麦窑村

打造的 25 户“仙居崂山”主题民宿和引资建设的“瑜上山间”

品牌民宿年均吸引各地游客 4.6 万人次，营业额达 4000 万元，

在当地吸附解决就业岗位 100 余个，带动居民增收 300 余万

元，村集体增收 33万元。

2022 年 7 月，东麦窑村联合专业策划活动公司共同成立

麦窑乡村振兴旅游文化运营部，组建了专业的策划、运营团

队，进一步拓展研学等业态，拉长了旅游产业链条。

青岛市崂山区深度挖掘崂山乡村田园美景和历史人文资

源，从产业政策、宣传推介、管理服务等方面搭建乡村旅游发

展平台，精心绘就以旅促农“共富图”，让旅游成为强村富民产

业，让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更多实惠。

崂山区相关部门出台的《崂山区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聚焦文创产品开发、民宿发展、农（渔）

家宴提档升级、特色节庆品牌打造等方面，对乡村旅游发展进

行政策和资金扶持。出台的《青岛市崂山区农村宅基地管理

办法》及其实施细则，鼓励景区村民开发闲置民居，发展民宿、

农（渔）家宴等旅游业态；制定民宿管理办法，涌现出栖澜海

居、仙居崂山、瑜上山间等一批融地域特征、人文风情与民俗

文化于一体的精品民宿。崂山区大力发展农事采摘、农家体

验、主题庄园等休闲农业，田园观光、采摘园、休闲农庄、农家

饭店越办越多，流清湾婚拍基地、乌衣巷田园会客厅、乡约美

宿露营基地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崂山乡村旅游发展空间不断

拓展、产品体系日渐完善，农旅结合“好风景”在各村精彩呈

现，全区现有省级以上乡村旅游示范点、特色村 36 个和精品

采摘园 15个，形成良好发展态势。

青岛市崂山区注重品牌塑造和营销，整合景区和周边村庄

美景、美食、美宿资源，推出“春夏秋冬游崂山”主题旅游线路；

对特色乡村旅游实体、经营户进行重点培育，围绕渔家旅馆、农

家宴和茶园风情打造“山海人家”“山里人家”和“茶香人家”乡

村特色旅游品牌。利用景区官网、“一部手机游崂山”平台、智

慧景区电子地图等，免费推介乡村优质业户和乡村旅游产品；

与乡村旅游推广平台“乡聚网”合作，宣传推介全区 200家农家

乐、渔家乐和特色旅游点，实现线上预订，借助现代互联网加快

乡村旅游发展。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馔千年》节目，现场推荐崂

山乡村美食，讲述崂山故事；打造“游崂山 来俺家”特色乡村旅

游节目，组织开展“崂山十大特色产品”评选活动，大力培育和

推介崂山绿茶、北宅樱桃、会场蟹子等30多种农副渔产品,王哥

庄大馒头和甜晒鲅鱼作为特色美食在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3》播出，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显著提升。

崂山风景区创新打造“1355”景区综合治理共同体，景区

联合多部门单位，对农家宴、渔家宴等经营业户定期开展检

查，维护良好旅游市场秩序；研究建立景区旅游交通管理新

模式，为到乡村观光、休闲、购物的游客创造便利通行条件。

出台星级农（渔）家宴评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对农业园、农家

宴、家庭旅馆等实行规范管理。成立崂山风景区旅游商会和

崂山区民宿协会，制订会员诚信公约，组织开展“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活动，坚决抵制欺诈游客等不良经营行为。有针

对性地开展乡村旅游业务培训，组织优秀乡村旅游经营业户

赴外地考察学习，促进转变发展观念、增强竞争意识、创新经

营手段,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提升乡村旅游吸引

力和竞争力。

农文旅融合，塑造乡村旅游发展魅力

多年来，崂山风景区精心保护传承非遗文化，崂山民间故

事、螳螂拳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崂山风景区持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实

现崂山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文化传

承发展的“崂山样板”。

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推进崂山文化展示中心和巨峰

山海文化展示中心建设，运用全息影像、数字孪生、MR 等新

科技，立体式、全感式呈现崂山的自然文化特色。挖掘非遗

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推出“寻真悟道”“乡野探趣”等文化体

验线路；利用“崂山十二景”等文化 IP，开发马鞍红、“巨峰神

鳌”等特色文创产品和数字文化藏品，持续以文化赋能崂山

旅游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崂山风景区加速打造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样板。崂山风景区不

断延伸景区文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质量推进文旅兴

区。崂山风景区聚焦全局布链，围绕构建“景城乡一体、山海

空联动”立体发展格局，编制景区旅游专项规划，深化协同发

展，加强景区文旅产业与全区现代金融、新一代信息技术、医

药健康产业的跨行业协同，拓展与国内各大景区的跨地区协

同，持续挖掘崂山文旅市场潜力、扩大发展空间。同时，聚焦

业态延链，培育“新消费”热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

链，深入实施“旅游+”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体验、研学教育、康

养健身、商务休闲等新业态，创新沉浸式新场景、新业态，打造

房车、帐篷、露营基地，满足多元化、体验化、个性化旅游需求，

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

聚焦高水平打造崂山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片区，崂山风景

区加大对乡村传统文化挖掘保护利用。梳理乡村文化肌理，

建设村史馆、村史长廊等文化场馆，增强乡村精神归宿感；打

造山东省艺术粮仓博物馆，推出生态园林、茶文化、民俗记忆

体验、渔村民俗、崂山绿石等各类展现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博

物馆，让游客和村民在观赏、体验中感受崂山乡土文化独有魅

力。创新实施崂山非遗文化传承工程，搜集整理非遗线索 17

大类 1200 余条，建立完备的国家和省市区四级非遗名录体

系，打造非遗文化展示中心和非遗工坊，常态化组织“非遗进

景区”活动，开展崂山茶艺礼俗、崂山面塑、崂山剪纸展示展

演，吸引更多市民游客体验乡村民俗美好。策划开展“太平晓

钟”“海誓山盟”“太清水月”等特色文旅活动，积极培育北宅樱

桃节、沙子口鲅鱼节、王哥庄茶文化节、中韩枯桃花会等乡村

节会活动，借助节会活动推出观光采摘、农趣体验、品茗茶乡、

登山健身、赶海拾趣、旅游购物等一系列丰富多彩休闲活动，

激发游客参节热情，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崂山，不仅有山海奇观，更有烟火气息，在烟火与诗意

交融的乡村里，处处有景，处处有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 1 月到

10 月，崂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516.1 万人，同比增长 63.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4亿元，同比增长 64.3%。景村融合、产业

融合、农文旅融合的“三融合”打法，让崂山风景区开启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文旅+”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强大引擎。

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崂山风景区将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坚持走好农旅结合的路子，通过优化乡村

旅游服务，提升乡村旅游环境，引进知名文化创意团队，打造

高端民宿、田园度假综合体、精品采摘园等特色乡村旅游业

态，做大乡村旅游的产业链、价值链，做强崂山乡村旅游品牌，

在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开创崂山模式，贡献

崂山经验。

（图文数据来源：青岛市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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