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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青岛·郯城周成功举办的基
础上，今年“中国银杏之乡”郯城的推介
推向全省，将于11月1日在省城济南与全
省人民一道，感受金秋郯城的魅力。10月
18日，记者从2018济南·郯城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活动将于11月1日在济南南郊
宾馆开幕，为期4天的展会将围绕“相约
泉城济南·邂逅银杏郯城”这一主题，集
中进行招商引才、特色商品、绿色生态、
非遗项目等方面的推介活动，充分展示
郯城作为山东南大门、齐鲁之通衢的独
特经济潜力和人文优势，搭建郯城面向
济南乃至全省的互动交流合作平台。

六大板块以商会友
特色展销银杏味浓

11月1日起4天时间内，济南·郯城
周活动内容安排丰富而紧凑，特色活动
让参展者全方位感受中国银杏之乡郯城
的魅力。活动期间，将举行开幕式暨“双
招双引·银杏赏叶之秋旅游精品线路推
介会”；省派第一书记工作成果展、座谈
会；特色商品展销活动和旅游风光、非遗
展览；泉城万名市民金秋游郯城；住济郯
城籍各界知名人士建设家乡恳谈会；闭
幕式暨“双招双引”项目签约、济南人才
工作站成立揭牌仪式等六大板块活动。
展会将面向企事业单位、科教界人士、普
通市民等群体，整体活动既突出经济合
作，又彰显人文交流，以商会友、以友促
商，从而使济南·郯城周真正成为一次集
产品展示、信息交流、文化旅游、招商引
资于一体的合作盛会。
其中，每年郯城特色商品展销活动都

是广大观展者最为关注的活动，今年济
南·郯城周特色商品展销活动也将进一步
升级。郯城县商务局局长黄广华介绍，本
次展销活动在去年青岛郯城周的基础上
做了充分改进，一是产品选择上更加精细
化，二是彻底打通线上线下融合的渠道。
“本次参展的产品主要分为银杏类
产品、农特产品和非遗传承产品。郯城县
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县’，银杏栽培面
积、株数、产量、产值均居全国前列。近年
来，郯城围绕银杏产业的生产加工企业
发展迅速，产品涵盖药品、保健品、食品
等，此次参展的银杏类产品就有银杏提
取物、口服液、银杏酱、蜜汁银杏、银杏茶
等5大类十多个品种。”黄广华介绍，该
县还连续11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育有“姜湖贡米”“撒牛花”“稻香
甜”等十多个稻米品牌，本次精选的三家
稻米类企业均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并被
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荣获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称号。此次活动还挑选了郯城
县木旋玩具、木板年画、挂门笺等11项制作
技艺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产品
前来参展。其中木旋玩具发祥于郯城县港
上镇北部的樊埝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是民间手工艺“工匠精神”的历史承载。
此外，展销活动现场还将推进实物

交易和线上电商交易充分结合，所有参
展企业均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建立
了企业店铺，参观顾客可通过现场扫描
产品二维码进入企业店铺，直接线上下
单，通过电商渠道完成购买体验。

泉城万名市民
将游郯城赏银杏金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济南·郯城周
的重头戏之一，泉城万名市民金秋游郯城

活动也十分值得期待。
郯城县旅游局局长王永伦介绍，郯城
县作为好客山东南大门、亲情沂蒙会客厅，
在发展全域旅游方面，按照“一区两带”总
体布局，着力打造“银杏之都·幸福郯城”品
牌，精心构建“银杏之乡、智慧马陵、地质奇
观、温泉养生、文化古郡、生态慢城”六大体
系，不断形成“全域布局、全景覆盖、全局联
动、全业融合、全民参与”的旅游新格局。
在该县“一区两带”的旅游总体布局

中，“一区”以占地2100亩、投资45亿元
的郯国古城为核心，突出“孔子师郯子”、
“倾盖而语”、“鹿乳奉亲”以及古典名著
《窦娥冤》中的创作原型孝妇周青、中华
徐氏文化等元素的古郯文化区；“两带”
则是重点打造西部的沂河银杏景观带和
东部的马陵山地质观光带。也就是说，到
郯城观光旅游，既可以畅游马陵山，浏览
兵学文化胜地、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古
战场；也可以到麦坡地震地质公园参观
全世界除美国一处之外仅存的另一处
“一步跨亿年”地质奇观，还可以到望海
楼四季慢城于孔子登临处住民宿、吃烧
烤、赏花灯体味田园风光。
“在金秋时节，我想向大家着重介绍
的一条旅游精品线路，就是去郯城开启
醉秋赏叶之旅。”王永伦为大家描绘了这
条银杏观光线路的绝美。据介绍，这条线
路沿郯城到枣庄薛城线，至胜利镇贾湾
开始，途经重坊镇，最后到新村银杏开发
区，也就是沂河银杏景观带。

而这条旅游线路也被称作郯城的
“河西走廊”，期间游客既可以尽情欣赏
“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
沂河湿地风光，也能登上贾湾高过十几
米银杏树的百米空中长廊，换个视角穿
过美丽乡村欣赏层层银杏铺排的金浪。
一路走来，游客经过国家银杏森林公园，
穿越由百年银杏树自然交织形成的时光
隧道，到达国家4A景区中华银杏花朝
园，园内有上百个银杏品种，上万棵古银
杏，还有隋唐时期的龙凤树、10048种不
同写法的福字和寿字等等。再到新村看
看由上万棵几百年以上的银杏古树组成
的古银杏部落、游览银杏古梅园，仰望三
千岁的老神树，瞻望鲁南苏北规模最大
的佛教圣地——— 广福寺，再逛逛有“小江
南”之称的曲径园。最后，穿过银杏古街
来到国内首家银杏养生温泉——— 鲁地天
沭温泉，洗去一路风尘，参观收集种类最
全、展厅面积最大、建设标准最高的全国
首家银杏博物馆，再次感悟银杏魅力，体
味郯城之行金秋视觉盛宴。

携手泉城济南
推动郯城乡村振兴

不难看出，从济南·郯城周的活动安
排上来看，郯城力求将自身实力和特色
魅力展现出来，并以此在招才引智、招商
引资等领域寻求合作突破，谋求适合自

身发展的道路。而有了去年青岛·郯城周
的成功，今年济南·郯城周也被寄予厚
望。据统计，2017年成功举办的首届青
岛·郯城周，其间洽谈引进工业项目16
个,签订战略合作协议5个、旅游发展协
议2个,合同利用外资43亿元。今年，郯
城又携手省会泉城济南，“郯城周”正在
成为齐鲁大地的特色品牌县域推广“标
杆”，推动齐鲁“乡村振兴”。济南·郯城周
以经济和文化作为两大抓手，以省会城
市为依托，通过商贸洽谈、旅游推介、项
目投资、人才交流、民俗展示等活动，全
面展示郯城发展新成就新气象，必将极
大加强两地交流对接，搭建区域合作新
模式，为郯城发展提供新的强大支点。
近年来，郯城县委、县政府践行开放

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合作共赢的时代大
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拓展与周边
城市交流合作空间，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推动高质量发展。此次济南·郯城周旨在
加强郯城与济南乃至全省各地的经济合
作，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深
化人文交流，推进合作共赢发展。
郯城县位于山东省最南端，总面积

1195平方公里，100万人口，辖13个乡镇
（街道）。这里是中国银杏之乡、中国杞柳
之乡，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平原绿
化先进县、全国社会文化先进县、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自然人
文资源丰富。郯城拥有郯城经济开发区、
马陵山景区、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等一
批结合当地特色和优势的重点经济、人
文开发区域。2017年10月，还被住建部
命名为国家园林县城。
郯城县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近

年来，该县围绕“绿色化工、现代农业（食
品）、医药、文化旅游、服装、建材家居、电
子信息”七大优势产业，着力打造了经济
开发区、高科技电子产业园及医药产业
园三大平台，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建设的意见》，推动县域经济科
学跨越发展。该县还坚持人才优先发展
战略，在搭建平台、创新载体、优化环境
等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的探索，进一步
实现人才工作精准发力、高效产出。
相约泉城济南，邂逅银杏郯城，济

南·郯城周即将开幕，相信这将是全省
人民与郯城的美丽邂逅，也将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打造乡村振兴标杆的有
益探索。 文/图 半岛记者

郯城“金”秋，相约济南
2018济南·郯城周11月1日开幕，打造齐鲁大地乡村振兴标杆

去年的青岛·郯城周，郯城风光·特色商品展吸引了众多市民(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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