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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山东省青州市景区村庄乡村振兴
策略研究

赵　倩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山东潍坊　262500

【摘　要】青州市是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景区城市，拥有众多的景区村庄资源。本文以青州市景区村庄为研究样

本，依据其文旅现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并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分类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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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课题名称：文化旅游赋能山东省青州市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WL(Y)229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传统村落作为乡土文化、生

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体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

义。在旅游城市，传统村落往往作为最先一批景区村庄被

政府和游客认可，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集中地区。

1　研究区域及样本概况

青州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着3000多年的

建城史和2000多年的都城史，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文

物古迹、民俗风情和自然风光，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

博物馆”、“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间美术之

乡”等。

青州市的传统村落是其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资源和对象。根据

2020年及以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山东省景区村庄”

和“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青州市共有16个村落

入选省级名录（表1），其中“山东省景区村庄”11个，“

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7个。这些传统村落分布在青州市

8个镇（或街道），其中以庙子镇最多（5个），其次是王

坟镇（4个）。本文以这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类

型划分和分类发展策略的制定。（表1）

2　景区村庄类型划分及特点

本文依据18个村落不同的历史背景、建筑风格、社会经

济特征和发展潜力，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历史文

化型、生态旅游型、产业发展型（表2）。

2.1　历史文化型村庄

历史文化型村落共有4个，其主要特征是历史建筑数量

多、历史建筑面积大、村落人口少、村落面积小、村民收

入低，除政府开发项目外，其余均旅游接待量较低。

其中游客接待量最高的是王府街道井塘村，青州井塘古

村历经500余年沧桑，横跨明清两代。村中有古院落120余

处、明代古树10余株，还保存有完好的古石桥、古井、古

庙、古戏台等，并保留了四季社、玉皇社等原始风俗。井

塘古村目前已实现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时间 2020-2023

山东省景区村庄（11）

青州市弥河镇桐峪沟村、青州市王府街道井塘村（国家重点村）、青州市王府街道史店村、青州市王
府街道凤山村、青州市王坟镇胡林古村（国家重点村）、青州市王坟镇上白洋村、青州市庙子镇北崔
崖村、青州市庙子镇黄鹿井村、青州市庙子镇圣峪口村、青州市庙子镇杨集村、青州市庙子镇北李
村、青州市王坟镇平安村、青州市王坟镇侯王村、青州市王坟镇许家庄村、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

青州市弥河镇上院村、青州市弥河镇赤涧村

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7）
青州市王府街道井塘村、青州市王坟镇胡林古村、青州市弥河镇桐峪沟村、青州市云门山街道郭家桥

村、青州市王府街道凤山村、青州市庙子镇圣峪口村、青州市庙子镇杨集村

表1山东省景区村庄和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山东省政府网站公布，共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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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300余万元，旅游收入增速较快，先后被评定为中国传

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山东省历史文化名村、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等。

除井塘古村外，其余村落虽也风景优美，历史文化氛

围浓厚，但由于政府关注度不足抑或社会投资关注较少，

导致其旅游力普遍不足，无法实现旅游资产的高质量价值

转化。

2.2　生态旅游型村庄

生态旅游型传统村落是青州市传统村落中数量最多的

一类，共有8个。这类传统村落的主要特征是历史建筑数量

少、历史建筑面积小、村落人口多、村落面积大、旅游接

待量普遍较高，但只有典型村落居民收入较好，其余村落

尚显落后。

其中旅游开发力度最大的是王坟镇胡林古村。胡林古

村虽然是典型的偏远山村，但由于其近年来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策略，探索实施了“企业+合作社”“生态+文旅”“

项目+产业”三项行动，从基础设施建设、新型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等方面综合发力，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

山区自然景观，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和村民致富。旅游

产业直接带动200多人临近就业，户均年旅游收入可达5-6

万元。

另外，庙子镇圣峪口村也凭借旅游实现了促就业和增

收，仅2021年一年接待游客即突破13.2万人次，旅游门票

收入突破470万元，综合收入超600万元，带动周边60多位

村民就业，每户村民年增收2.7万元以上。

其余生态旅游类村庄虽然也拥有独特的景观资源，但由

于投入资金较少或宣传不足等，仍处于旅游发展的较为原

始的状态，亟需政府的关注和民间资本的注入。

2.3　产业发展型村庄

产业发展型村庄共有5个，这类传统村落的主要特征是

历史建筑数量少、历史建筑面积小、村落人口多、村落面

积大、村民收入高、但旅游接待量不高。

其中，产业发展态势较好的有庙子镇杨集村和弥河镇桐

峪沟村。杨集村集中发展文化体验类项目，其中文创类美

术写生基地的建设较为突出，年接待学生1万余人，每年邀

请国内知名画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活动，常年举办艺术家

作品展以及学生优秀作品展等。

桐峪沟村则大力发展民宿，将老村进行原真性保护的同

时，在新村融入现代民宿养生、休闲、农事体验、生态观

光等多种元素，着力打造精品民宿区，已建成民宿62处，

可容纳近700人居住。

另外，王坟镇平安村引进了青岛袋鼠民宿、王府街道史

店村开发了荷花窑亲子游乐景区、王府街道凤山村开发了

凤凰台亲子游乐景区，旅游产业有一定收益，但对当地居

民的整体带动性仍不强，缺乏地方性参与。

3　小结

综上，在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青州市部分代表性景区

村庄依靠自身特色、政府开发或民间资本的投入已取得一

定成效，但大部分村庄仍处于旅游发展的原始时期，仅依

靠原始资本吸引游客，发展速度缓慢。因此，如何通过相

应的乡村振兴策略链接外地游客和当地旅游资源则显得尤

为重要。

4　文旅融合下的景区村庄乡村振兴策略

4.1　历史文化型村庄乡村振兴策略

历史文化型传统村落是青州市传统村落中最具有历史文

化价值和旅游发展价值的一类，也是最需要保护和传承的

类型 村落名称 数量

历史文化型 王府街道井塘村、何官镇南张楼村、弥河镇上院村、庙子镇黄鹿井村 4

生态旅游型
庙子镇圣峪口村、王坟镇胡林古村、云门山街道郭家桥村、王坟镇侯王村、
庙子镇北李村、庙子镇北崔崖村、王坟镇上白洋村（柿子沟）、青州市王坟

镇许家庄村、青州市弥河镇赤涧村
9

产业发展型
庙子镇杨集村、青州市弥河镇桐峪沟村、王坟镇平安村、王府街道史店村（

荷花窑景区）、王府街道凤山村（凤凰台）
5

表2 青州市旅游类村落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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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强化文化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型传统村落应该按照“

保护优先、修旧如旧、适度利用”的原则，对历史建筑进

行科学合理的修缮和保护，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同时，

应该加强对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地方特色等

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整理记录，开展文化遗产的普查登记和

申报工作，提升传统村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应该

积极培育和推广传统村落的文化品牌和活动，如民间艺术

表演、节庆庙会等，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激发

村民的保护意识和参与热情。

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这类传统村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

史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开发符合市场需求和消费水平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如历史文化体验、民俗风情体验、乡土

美食体验等，提高旅游的吸引力和满意度。同时，应该完

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如交通、停车、导览、

住宿、餐饮、卫生等，提高旅游的便利性和舒适性。

4.2　生态旅游型村庄乡村振兴策略

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这类传统村落应该按照“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科

学合理的保护和管理，避免过度开发和利用。同时，应该

加强对传统村落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和监

测评估，开展生态修复和治理工作，提升传统村落的生态

功能和服务。

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特色和旅游

资源，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如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等，提高旅游的吸引力和满意度。此

外，应该加强旅游管理和监督，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

旅游安全和环境卫生，提高旅游的可持续性和质量。

4.3　产业发展型村庄乡村振兴策略

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和品牌。利用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带来的产业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和品牌，增加村民收

入和就业。一方面，应该鼓励和支持村民发展绿色农业、

林业、畜牧业等产业，如有机农产品、特色水果、野生菌

等，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另一方面，应该引导和

培训村民从事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服务岗位，如导游、讲解

员、保洁员等，提高村民的就业机会和技能水平。同时，

应该建立健全产业收益分配机制，确保产业收益能够合理

公平地惠及村民，促进村民的共同富裕。

结语

本文将青州市景区村庄进行类型划分，将其分为了历史

文化型、生态旅游型和产业发展型三类，并针对每一类型

提出相应的乡村振兴发展策略，扩大了传统村落乡村振兴

的研究范围，并为青州市乃至其他省市的乡村振兴提供基

础研究资料和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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