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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7月1日讯 崂山区沙子口街
道锚定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探索中逐步搭建
起“四个一”工作体系，一部村史激发治
理能量、一项产业带动村民就业、一堂
课程丰富文化体系、一台“村晚”比拼文
明新貌，让文化“两创”深入人心，滋养
着这片深植于大美崂山的沃土。

一部村史传承文化瑰宝

在沙子口街道，有这样一个历史悠
久、山清水秀的文脉之村——大河东
村。据史载，明嘉靖初年，姜、朱两姓先
祖先后从即墨迁此定居，村建大河以东，
故名大河东村，建村至今500年左右。沙
子口街道以党建引领，扎根丰厚的历史
积蕴，让文化“两创”浸润大河东村生活
的方方面面。大河东村传承朱氏先祖朱
熹的廉洁思想以及姜朱不分的乡风民
俗，建成启用大河清韵馆，全面提升游客
文旅新体验，构建传承本村文化、激活记
忆、增进乡情、留住乡愁的重要平台。与
此同时，大河东村打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站内的阅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舞
蹈排练室都成了村民休闲的好去处。不
仅如此，通过发动村里文化爱好者，先后
成立了合唱队、太极拳队、舞蹈队等，从而
丰富了居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村里的文
艺团队被评为“崂山区二级群众文艺团
队”，多次获得街道和区级荣誉，让文化

“两创”之花处处绽放。

一项产业演绎文化新篇

文化与产业相生相伴、相辅相成，文
化“两创”离不开产业兴盛提供的强力支
撑，同时也反哺于乡村发展，涵育一方水
土。沙子口街道依托崂山风景名胜区得
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助力擦亮“崂山好品”
品牌，以建设特色农旅文化园为目标，开
发“崂山茶+崂山水”品牌休闲农业，以山
林风光为资源基础和平台，进行乡村旅游
村庄建设，按照景区化村庄的总体功能布
局，打造了集鲜果采摘、农耕文化、田园观
光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村庄。

崂山茶、运输业、采摘业、农家宴、
特色民宿等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旅游
旺季期间，吸引 8 万余名游客前来，旅
游年收入 1000 万余元，村民的生活水
平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大河东云泉
春茶场占地约 400 亩，年产值 1000 万
元。以大河东村为例，该村重点围绕崂
山茶手造产业优势，保护开发优秀产品
制作、传承工艺，建设“山东好品，河东
有礼”项目库和产品名录，塑造崂山制
茶手造品牌形象，打造大河东传统手工

艺品牌的高端化发展模式，提供文化
“两创”助力乡村振兴的“沙子口样板”。

一堂课程送知识到社区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
一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沙子口街道
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
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
建，各社区（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精心策划系列活动、精准提供贴心服

务，为居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端午小长假期间，沙子口街道
在汉河瑞源社区、董家埠社区、大河东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分别开展“悠悠艾草香 浓
浓端午情”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
动，活动邀请艾灸讲师为辖区百余名居民
开展中医艾灸养生健康讲座，让人们亲身
领略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仅如此，沙子口街道还积极推进
传统文化走进校园和课堂，润物细无声
地走入青少年心灵，让文化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翻花绳、滚铁环、丢手绢、抬
花轿……这些伴随爸爸妈妈整个童年的
经典游戏，如今成了沙子口孩子们课余最

“时髦”的活动。在街道辖区各中小学、幼儿
园，学校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两创”探索出一
条接续传承的新路子，让学生在每个年龄
段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两创”记忆。

一场晚会展示文化风采

2024年2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24年全国春节“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沙
子口街道大河东村成功入选。沙子口街道大
河东“村晚”暨景村融合联合晚会，承载着乡
音、乡土、乡情，生动展现着乡村群众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晚会节目均由崂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职工和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节目贴
近群众，老少皆宜，进一步丰富了游客、村民
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景区与村民的
互动，共同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文化崂
山、魅力山海”的精彩与厚重，热热闹闹的

“村晚”为春节增添浓浓“年味儿”。
沙子口街道以此为契机，深化“四季

村晚”，推动“村村有好戏”新时代文明新
风尚吹入千家万户。4月 6日，伴着醉人
春风、梨花似雪，“崂山花朝节暨登瀛梨
雪”隆重开幕，该活动作为“四季村晚”的
关键板块之一，通过“村晚”进景区、进社
区的形式，精心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崂山风
景区“春季村晚”，有力推动“村晚+”融合
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勃勃生机。沙子口
街道积极做保护传承加法、赋产业发展动
能、扬时代文明新风，为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贡献文化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吕小凡）

早报7月1日讯 中国旅游景区协
会主办的 2024 旅游名城名镇和旅游景
区创新发展案例推介大会日前在北京召
开。青岛市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提报
的“共建共治共享 绘就景区治理新图景
——崂山风景区创新打造‘1355’景区治
理共同体”入选2024旅游景区创新发展
示范案例，成为山东省两个上榜的旅游
景区创新发展示范案例之一。

为全面推进崂山风景区旅游品质提
升，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持续深化景
区管理机制创新，积极构建以“一个重
点、三项机制、五方联动、五大行动”为主
体的“1355”协作融合新模式，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景区综合治理共同体，有效
破解制约景区的发展难题。

为了有效突破发展瓶颈，崂山风景
区围绕党建引领“一个核心”建设综合治
理工作站，创新打造“1355”景区治理共同
体，建立联席会议、联合执法、民主协商三

项机制，推进景警、景政、景街、景村、景商
五个联动，实施旅游秩序整治、交通秩序
整治、摊点摊位整治、安全隐患整治、星级
商户创建五大行动，切实提高景区管理服
务水平。坚持以党建引领景区综合治理，
着力打造“党建引领·山海融治”工作品
牌，引导崂山核心景区及周边71个传统村
参与景区共建共治，形成景村良性互动、
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景区联合公安、交
通、市场监管、等单位建立党建联盟，合力
打造流清、仰口、九水3个综合治理工作
站，依托无人机、智能感知、GIS系统等先
进技术，形成集“智慧交通管理、应急指挥
调度、部门信息共享”为一体的合署办公
模式，常态化开展旅游秩序、交通秩序、安
全隐患、摊点摊位等整治行动，实现景警、
景政、景街、景村、景商五方联动，推动景
区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1355”景区治理共同体落地建成
后，崂山风景区全面加强点、线、面上下

协调、横纵联动，全力构建“景区一盘棋”
的工作格局。组织公安（治安、交警、森
林警察）、交通、市场监管、街道等单位，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景区治理
突出问题，有效化解群众关切的旅游秩
序、车辆通行等问题。积极与公安、交
通、市场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联合
执法检查制度，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查
处违法拉客等扰乱旅游秩序行为，保障
景区旅游秩序平稳有序。建立景民商三
方对话协商制度，走访农户、经营户百余
家，收集意见建议，落实解决措施，形成
了景区共享共治的良好局面。

“1355”景区治理共同体建成以来，
崂山风景区扎实开展旅游品质提升攻坚
行动，统筹推进 13 个旅游基础配套建
设、太清游览区和太清码头综合治理等
项目，景区东线道路环境整治工作效果
显著，重点时段景区内道路通畅、秩序井
然，最美旅游风景道在崂山风景区画出

了一道靓丽海岸线。与此同时，崂山风景
区大力推动景村融合，助推文旅产业提档
升级，在相关涉农街道培育多个民宿产业
聚集区，扶持周边 13 个村庄开发民宿近
400 家，床位 5000 余张，2023 年中秋国庆
黄金周期间，景区民宿、农家宴等商户累
计接待游客8万余人次。

2023 年，景区接待游客 542 万人次，
超过 2019 年全年，同比增长 60.4％，旅游
秩序类投诉同比下降 70%，游客体验度、
满意率、民宿酒店入住率、商户交易额大
幅提升，“沙子口·山海仙居”入选2023年
山东省旅游民宿集聚区，王哥庄、北宅街
道入选2023年度山东
省 精 品 文 旅 名 镇 。
2024 年上半年，景区
黑车野导立案查处数
量同比下降57%。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姜丹宁）

崂山风景区综合治理成“全国示范”
“1355”景区综合治理共同体入选2024旅游景区创新发展示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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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采摘。沙子口街道办事处供图

大河东村晚。沙子口街道办事处供图

文化“两创”和声悠扬
崂山区沙子口街道搭建起“四个一”工作体系 滋养深植于大美崂山的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