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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幸福威海 广告

◆导报记者 于慧年 通讯员 王文琪

时下，“免费请学生吃牡蛎”

“1万斤牡蛎免费吃”等话题频频

冲上新浪热搜榜，一时间，“乳山

牡蛎”吸引了全国各地网友关注的

目光，更有不少网友来了一趟“说

走就走的旅行”，坐着高铁来到乳

山，一品“乳山牡蛎”的鲜香。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

文化资源的城市，乳山的旅游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乳山市探索

了“牡蛎+文旅”融合发展的模

式，举办了2023年“冬游乳山 畅

品牡蛎”旅游季活动，以“好品山

东 乳山牡蛎”为媒，广邀全国各

地朋友相约冬游乳山，品鲜牡蛎。

文旅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力。近年来，乳山市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锚定威海市打造“国

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

的目标，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不

断激发文旅市场潜力、释放文旅消

费活力、增强游客招引合力，旅游

热度激增、复苏起势强劲，乳山成

为全国游客心之所向的“山海边的

家”。

推陈出新

为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金丝芥香牡蛎、牡蛎焖牛肉、

芙蓉牡蛎……在12月22日举办的

“乳山牡蛎创新菜争霸赛”活动现

场，来自全市多个酒店大厨围绕乳

山牡蛎推出了多道创新菜品，吸引

了众多游客驻足品尝。

“本次活动，我带来的创新菜

品是‘甄选玺华蚝冻’，它的口感

鲜嫩，能够一下子抓住游客的味

蕾。这道菜只是我们酒店近年来

推出的众多特色菜品之一。作为

全市的重点酒店，我们每年接待

了大量市外游客，这其中，不少

游客是奔着‘乳山牡蛎’而来。为

了让游客品尝到地道的牡蛎宴，我

们主动研究游客口味，推出了多道

牡蛎创新菜，得到了游客一致好

评。”来自乳山市华玺酒店的参赛

人员说。

牡蛎创新菜争霸赛是乳山市探

索“牡蛎+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次

全新尝试。每到冬季，乳山牡蛎便

迎来一年中最佳品鉴期，“凉水蛎

子”也道出了食客对乳山牡蛎最淳

朴的推崇。

“乳山牡蛎”作为乳山的一张

金字招牌，自带流量属性，为全面

发挥“牡蛎+文旅”的叠加效应，

除了举办牡蛎创新菜争霸赛外，旅

游季活动期间，乳山市还将推出牡

蛎欢乐城“牡蛎宴”、台依湖“牡

蛎+干白”、坐在炕上吃“大盘牡

蛎”等不同牡蛎品鲜体验活动，绘

制乳山生蚝美食地图，让全国游客

来乳山畅享美味乳山牡蛎。

去年，乳山牡蛎成功入选山东

省政府发布的第一批“好品山

东”品牌，牡蛎养殖面积、产量

均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是著名

的“中国牡蛎之乡”。牡蛎全产

业链产值达100亿元，乳山牡蛎位

居国家地理标志牡蛎品牌价值排

行榜第一位。

乳山还充分挖掘人文历史、旅

游资源、特色美食、美丽乡村等特色

文旅资源，策划制作“好玩在乳山”

“乡村好时节”等宣传主题活动，有

效激发了文旅市场消费活力。5月以

来每日约有1万名外地游客来乳观

光体验，累计接待游客150万人次，

较去年增长约30%，带动旅游消费

超1亿元。

截至11月份，乳山市11家A级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0万人次，创

造收入5 . 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4 . 01%和81 . 39%。

以点带面

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起初只为品尝一下地道的牡

蛎来到这里，却发现乳山简直是一

座‘宝藏城市’，这里不仅有牡

蛎，还有温泉、葡萄酒庄、茶园等

等，感觉自己在乳山发现了宝

藏。”来自济南的王茂春在得知乳

山启动了2023年“冬游乳山 畅品

牡蛎”旅游季活动后，便带着家人

前来一品地道牡蛎，看海上日出。

近年来，乳山市借助“乳山牡

蛎”带来的客流量，深入挖掘具有

当地特色的母爱文化、海洋文化、

民俗文化等优势文化资源，推动文

化旅游、研学旅游、文化街区、主

题公园、特色民宿等业态提质升

级，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乳山市先后打造建设了牡蛎欢

乐城、非遗手造工坊、研学基地等

文旅产业项目。其中，牡蛎文化园

利用非遗民俗文化传承基地，积极

与教育、研学机构合作，为中小学

生开展乳山镂绣、葫芦烙画、姜家

柳编、乳山喜饼等十多个非遗项目

学习和实操课程，年接待研学游团

队超万人。

积极培育文化载体，推动乳山

文旅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

合，指导各镇村丰富文旅业态、完

善服务配套、优化资源开发。目

前，全市已累计打造13个“省级景

区化村庄”、3个“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 村 ” ， 1 个 “省级 文 旅 名

镇”，玉皇山后村、下石硼“神龟

卧三峡”等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着力打

造“红色乳山”文旅产业品牌，推出

“红色情·古风行”红色文化之旅

线路，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旅

游资源。

推出特色文化产品和特色节庆

活动，开展“好客山东·好礼乳

山”文化旅游产品推选活动，与乡

村特色结合，先后举办“牡蛎文化

节”“露营音乐节”“沙滩美食

节”等活动，为旅游注入更加优

质、更富活力的文化内涵。

面向未来

主动探索文旅新业态

风从海上来旅游景区、滨海啤

酒音乐节、海边霓虹夜市……作为

一座滨海城市，海洋资源是乳山市

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所在。乳山市

借助滨海资源，主动迎合年轻群

体，积极探索未来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业态，成功实现了从中老年度假

地到年轻人打卡地的蜕变。

今年，乳山滨海新区在银滩海

鲜城举办了乳山“滨海驿站 城市

田园”牡蛎啤酒节。活动现场，游

客们举杯欢畅，品烧烤美食，观文

艺展演，在烟火中感受幸福生活。

今年夏天，在位于乳山银滩福

如东海景区的美食啤酒音乐狂欢节

同样为小城的“夜经济”增添了几

分亮色。游客们被乳山烧烤、小龙

虾、巴西烤肉等各色美食所吸引。

与美食啤酒节不同，风从海上

来景区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新玩法，

从乳山首届荧光夜跑，到海浪嘉年

华，再到第三届沙滩音乐节，运动

的脉搏、青春的绽放、音浪的澎

湃，唤醒了这座滨海城市的朝气蓬

勃与创新活力。今年冬天，这里还

将开展第二届冰雪嘉年华活动，打

造了超大雪景乐园，推出一系列冰

雪活动，掀起冰雪旅游热潮。

同时，聚焦“生态+文化+旅

游+体育”融合发展，突出山海滩

岛湾湖等特色资源优势，重点构筑

“一带三轴四心五区”的空间布

局，重点打造夜间文旅消费聚集

区、大拇指休闲旅游核心区、潮汐

湖水上国民休闲运动基地，承办全

国桨板比赛、省级自行车联赛、省

沙滩排球赛等品牌赛事活动，激活

赛事经济。

文旅项目多起来，产业助力合

起来，才能把乳山的区域优势发挥

到极致，关联领域便可借势、造

势、起势、成势。

如何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方式讲

好乳山故事，更好塑造文旅品牌优

势，进一步发挥文旅产业的带动作

用，乳山还在前进的路上。

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

乳山冬季旅游释放消费新活力

在临港区汪疃镇，苹果已成

为当地最大的“土特产”，苹果

产业已成为全镇覆盖面最广、持

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献最

大的特色产业，今年苹果产量预

计6000万斤以上。小苹果，成为

挑起乡村振兴的“金扁担”。

好果子映红好日子

在威海仙果仙园现代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红彤彤的苹果

刚摘完，工人们又忙着修枝剪

叶、开沟施肥。公司负责人乔文

涛说，他为两年前的改种决定庆

幸不已，“今年果子个头大、价

钱好，500亩果园挣了200多万元，

知足了！”

乔文涛是种苹果的“老把

式”，前些年，他种的苹果以红

富士、王林等老品种为主。由于

品种老化、品质退化，辛苦一

年，口袋里落不下几个钱。

一次培训中，乔文涛了解

到，新优品种威海金个头大、口

感好、耐储存、易管理。看准市

场，他果断将230亩红富士改种威

海金，第二年亩产就达到 5 0 0 0

斤 ， 乔 文 涛直呼 “ 以 前 不 敢

想”。“挂果多，品相好，不愁

卖不上好价钱。”乔文涛说。

借力新技术优化种植结构，

新优品种圈粉无数。这一点，在

那香山现代果园也找到印证。在

这里，苹果还没下树，就全部被

供应商预定一空，销往北上广深

大型商超。

抢手的背后，是满满的“技

术范儿”。矮化密植的新式果园

里果树整齐排列，水肥一体化灌

溉设施贯穿其中，开阔的行距为

机械化作业留足空间，定期对土

壤、叶片进行日常检测，缺什么

补什么。

“品种新、种法新、管理

新，新技术不仅使产量翻了一

番，还让苹果品质大幅提升。”

那香山负责人姜波说，今年果园

产量达300多万斤，“这些年，新

技术没断过，新品种及时栽，产

量稳，质量好，路子对着呢。”

汪疃镇种植苹果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由于日照久，树苗扎

得深，枝条长得茂，果子结得

甜，越来越多的苹果树开始在这

里落地生根。

有了这样的好“家底”，如

何保证品质成为汪疃镇苹果的破

题关键。近几年，汪疃镇政府积

极引导，通过老园间伐、品种改

良、乔化改矮化等技术，全镇苹

果慢慢实现更新迭代。富士、王

林、威海金等 2 3个适生优生品

种，在汪疃落地生根。

眼下，汪疃的苹果品种多

了，产量高了，品质也好了，村

民从日益壮大的苹果产业中得到

丰厚回报。

一家一户的“小账本”汇成

产业振兴的“大账本”。农民用

力、政策发力，特色资源转化为

特色产业，汪疃镇苹果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8000多亩。

全产业迈向高质量

随着种植面积的逐年增长，

越来越“大”的汪疃苹果开始不

断求解新课题。

红苹果咋变“金果果”？汪

疃给出的答案是：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山东樱聚缘农业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苹果分拣生

产线内，闪光灯闪烁，一个果子

留下数十张“X光片”，霉心

度 、 糖 分 、 酸 度 、 表 光 、重

量……数据实时分析，苹果按等

级精准分流到18条通道。“过去

拿圈套、靠眼看，如今大数据自

动识别，每小时能分拣4吨果，卖

到全国380多座城市。”山东樱聚

缘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芦相英说。

智能选果线让汪疃苹果实现

了从“论斤卖”到“论个卖”，

而苹果储藏设施的全面升级则让

汪疃苹果实现了从“按季卖”到

“全年卖”。

每逢苹果成熟时节，樱聚缘

公司冰温立体气调库门前便会排

起等待入库的长龙。在入库区，一

筐筐苹果在电脑控制下被编上条

码，通过运输机器人自动送入冷库

的指定位置。公司总经理祝旦璞

说，建设苹果储存库后，错峰销售，

每公斤能比一般行情价高出1元

多，一亩果园相当于多种半亩树。

更大增值模式，正在成为现

实。在企业NFC果汁加工生产车

间内，价值2500万元的果汁加工

灌装生产线已经就位，精深加工

生产线上，苹果化身苹果汁、苹

果块、苹果醋等品种多样、附加

值高的产品，预计年产果汁3 . 5万

吨，实现产值1亿元。

越来越多产业链企业在汪疃

扎 根 ， 苹 果 长 出 更 多 “ 增值

芽”。樱聚瓦苗木有限公司组培

实验室，培养架上摆满了一个个

正在瓶里或悄悄扩繁或慢慢生根

的绿色小苗，架子上贴着每瓶小

苗的“出生”日期。培养完成

后，会嫁接种进果园，等待下一

个生长季到来。

这 些 “ 良 苗 ” 出 身 “ 大

家”。樱聚瓦苗木有限公司是樱

聚园与国际新品种协会创办单

位、拥有多个俱乐部品种独家代

理权的法国达力瓦公司合作创办

的苗木公司。去年，樱聚瓦年产

高质量矮化带分枝大苗木100万

株，一上市就卖到脱销。技术员

高常燕说，今年计划新建苹果无

病毒砧木保存圃，可以最大限度

保留原始资源，从源头提升苹果

品质。

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如

今的汪疃苹果正在加快构建“苗木

繁育+苹果种植+果汁加工+定制销

售+科技推广+文化体验”现代苹果

全产业链条，增值账潜力大。

果业强带来果乡美

每年苹果管理期，汪疃镇花

满园智慧果园的技术员荣珂都会

特别忙。红彤彤的果子挂在树

梢，网上订单就来了一摞。借助

电商平台，企业开启预售果树模

式。千里之外的客户打开手机小

程序，随时可一览园中场景。

“苹果早晨在树上，中午在

路上，晚上可能就在客户的餐桌

上。”荣珂说，苹果搭上了互联

网，一年能销售几十万斤。“从

产后销售变成产前销售，再不用

担心价格波动。”

如今，预销售果树、复合型销

售正在成为汪疃苹果销售新模式。

有数字统计，在汪疃年可销售果树

6000棵，预销售收入达330万元，为

周边900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带

动镇域村集体和村民年收益500万

元，人均增收2 . 75万元。

日前，一拨又一拨小学生走

进祝家英村的苹果文化苑，这个

“研学+科普”教育基地发展势头

正猛。

走进村内的苹果文化苑，展厅

中央一大株仿真苹果树上果实累

累，墙壁上翔实的史料文字、图片

展示着苹果的“前世今生”。

满满的苹果元素，让祝家英

村成了网红打卡地，吸引不少

“果粉”前来赏果、摘果、买

果、品味苹果文化，近一年时间

累计接待学生、游客1万余人次。

围绕苹果打好农文旅“融合

牌”，汪疃还有新的“打开方式”。

在汪疃，从品尝到欣赏体

验，苹果功能被开发、价值实现

跃升，镇域经济和农民收入随之

打开新天地。

近年来，汪疃镇在坚持“苹

果产业大转强”发展理念前提

下，充分发挥威海市苹果、葡

萄、樱桃协会会长力量，鼓励引

导农业经营主体、农户规模化发

展葡萄、樱桃、草莓等特色种植

业，“休闲采摘多转精”正逐步

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引

擎，重点打造山野星空帐篷营

地、太公缘“水上帐篷”等特色

民宿，将镇域内的26个特色产业

项目和垂钓园、威海植物园等50

余个乡村旅游点串珠成链，每年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游玩，促进汪疃现代农业发展。

未来，汪疃将不断探索新经

济新业态下电商平台和电商培训

新路径，积极培育农业企业“直

播达人”，搭建线上、线下交易

中心，让汪疃苹果品牌越叫越

响。 （杨妍）

打好农文旅“融合牌”

临港小苹果算出三笔“实惠账”

以文促旅、以旅

彰文，不断激发文旅

市场潜力、释放文旅

消费活力，旅游热度

激增，复苏起势强劲，

乳山成为游客心之所

向的“山海边的家”
图为乳山银滩临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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