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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 带动“乡村旅游”

力打造集“葡萄采摘、美酒品鉴、野外

骑乘”为一体的乡村体验项目 ；在南部

以“山（艾山）、林（国家级森林公园）、

泉（温泉）”为重点，积极发展果蔬采摘、

野味品尝、山林休闲等“农家乐”旅游

项目。并细化了丘山生态旅游休闲度假

区、龙山山地文化休闲公园、木兰风情

度假区等三大乡村游集中区规划，涵盖

周边村庄 26 个，着力打造省内重要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

（二）整合资金、多方投入。发挥财

政资金的引导支撑作用，实现政府小资

金撬动社会大投入。2012 年，市财政投

入 1.2 亿元，撬动村级、企业及社会多方

投入 4.1 亿元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一

是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成立了由市长任

组长、主管副市长为副组长、涉农部门

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市涉农资

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在财政部门设立

办公室。制定出台《旅游发展奖励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财

政奖补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

件，设立 1000 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被

评选为蓬莱“美丽乡村”和“幸福社区”

的村居，给予 40 万元奖励 ；对村内开展

道路硬化的，每硬化 1 平方米给予 1 袋

水泥补助 ；对被评选为烟台市生态文明

镇的，一次性奖励 450 万元。按照“渠道

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的原则，整

合各项涉农资金，做到“多个渠道进水、

一个池子蓄水、一个水龙头放水”，实现

了政策的累进和叠加效应。目前，共整

合“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农业综合开

发、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奖补等 17 项涉

农资金 3.6 亿元，集中用于打造“美丽乡

村”和发展“乡村旅游”。二是落实筹资

筹劳。在完成村民自筹资金的情况下，

引导广大村民积极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

设。仅 2012 年，村集体和村民自筹资金

达 3100 万元，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

三是动员村企共建。发挥基层商会及工

商联作用，通过发放致全市企业家一封

信、召开座谈讨论会等形式，动员全市

企业界反哺乡村、回报社会，支持“美

丽乡村”创建活动。目前已先后有 200

多家企业参与到创建活动中来，累计投

入 3000 多万元。

（三）上下结合、全民参与。“市级

领导全面带头、机关干部全面参与、村

庄帮扶全面覆盖、承诺事项全面落实、

干群关系全面深化、基层发展全面推

进”，是蓬莱市创建活动的突出特色。

□丛培德  张宪旺

近年来，山东省蓬莱市抓住省级出

台财政奖补政策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的机遇，围绕“村容整洁环境美、村强

民富生活美、村风文明人文美、村稳民

安和谐美”的“四美”目标，把政府引导

与市场配置、财政投入与多方筹资、“创

造美丽”与“经营美丽”结合起来，将“美

丽”转化为“生产力”、形成凝聚力，走

出了一条以“美丽乡村”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宜居宜业、互促共赢的新路子。

（一）政府引导、规划先行。蓬莱市

适应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新要

求，立足蓬莱仙境、八仙文化、滨海风

光和农村自然风光秀美、胶东风土人情

浓厚的丰富旅游资源，适时提出在全市

开展创建“美丽乡村”活动和发展“全域

旅游”的思路，先后制定了美丽乡村创

建规划，调整完善了旅游发展和旅游度

假区总体规划，并聘请国内资深规划设

计机构，量身打造《蓬莱市乡村旅游发

展重点片区规划》。2012 年，在全市筛选

24 个基础较好、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特色突出、具有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村

庄作为重点创建村，年底评选出首批 10

个“美丽乡村”。2013 年，又新增 10 个村

和 8 个城郊社区纳入重点打造行列，计

划到“十二五”末，全市“美丽乡村”和

“幸福社区”总数达到 50 个左右。同时，

确定在北部以“仙（八仙文化）、阁（蓬

莱阁）、海（滨海）”为重点，发展以亲

海、垂钓、尝鲜为主题的“渔家乐”旅游

产品 ；在中部，以“酒（葡萄酒）、湖（丘

山湖）、马（国际马术赛场）”为重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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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市领导联系点制度。市级领导

实行“一对一”联系重点创建村，定期

深入村居现场办公，到包帮村蹲点每次

不少于 7 天。二是市直部门帮扶。广泛

开展“情系万家进基层活动”，实行“党

群部门包难村、经济部门包穷村、农科

部门包专业村”，全市 140 个部门实施

对口帮扶，1.1 万名机关干部沉到 577

个行政村驻村联户。三是群众积极参

与。坚持农民“自愿、自决、自建、自管”

原则，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居住条件、基础设施、卫生

环境等问题入手，组织创建活动。截至

目前，全市先后启动 104 个旧村改造项

目，累计改造农房 1.6 万户，建成户用

沼气池 1.4 万个，卫生改厕 5.7 万座，硬

化路通村率、村村通自来水率、公共场

所路灯安装率及亮化率均达到 100%，

86% 的村庄接通互联网 ；实施城乡生

活垃圾一体化处理，实现了农村生活垃

圾日产日清 ；农村生活环境、村容村貌

全面改善，确保了游客进得来、住得下、

留得住。

（四）产业支撑、配套联动。蓬莱市

的创建活动，既注重面貌改观，也着眼

经济发展、内涵提升，用经营的理念、

统筹的思路打造“美丽乡村”，形成以

美丽支撑产业、以产业养护美丽的良

性循环。一方面，本着“依法、自愿、有

偿”原则，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的形式，创新实施了“折价入股”、“集

体经营”、“村企合作”等农村土地“三

式流转”法，把分散的土地资源集中到

村庄进行特色开发，实现了集体资产和

农民收入双增加，首批 24 个重点创建

村集体资产较创建前翻了一番还多。其

中，4 个村实现集体资产由负转正，15

个村集体资产过百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由创建前的 12655 元增加到 15755

元，增长 24.5%。另一方面，根据各个

村庄不同的资源条件、产业优势、民俗

文化，全力打造“一村一景、一村一貌、

一村一品”，先后将 24 个示范村培植成

精品旅游点、休闲度假村，真正变环境

优势为经济优势、变生态资源为生态效

益。辛店镇木兰沟村借势周边“酒、湖、

马”资源地利，先后开展了民居改建、

景观打造、农家乐培育等“十大工程”，

形成集葡萄采摘、美酒品鉴、休闲度假、

农家风情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

“木兰风情”游在胶东地区已小有名气。

刘家沟镇马家沟村深挖本村的山、河、

泉等自然资源和“八大碗”餐饮文化资

源，开展酒堡临风、临池垂钓、木屋栖

居等 10 大休闲项目，已成为省内外游

客竞相前往的“胜境之地”。南王街道

三包家村村集体连片投资 300 万元建成

200 多亩“绿色菜园”，让农民变成工人，

让田地变成“开心农场”。目前，全市共

发展葡萄、大樱桃、养殖等特色专业村

114 个，建成“农家乐”、“渔家乐”等旅

游专业村 28 个，省旅游特色村 4 个、农

业旅游示范点 2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 1 个，新成立农业合作社 25

家，培植赏花节、采摘节、民俗文化节

等乡村游项目 23 个，发展“农（渔）家

乐”1200 余户，其中 29 家被评为山东

省“好客人家”星级农（渔）家乐，每年

乡村游吸引游客 50 多万人次，创造综

合效益 2 亿多元。

（作者单位：山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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