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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培育红色旅游品牌 

作者：韩恩元 来源：临沂资讯网 添加日期：10年01月25日 

  临沂“红色”品牌的产品已达数百个，涉及上百个门类，带动起数十万人走上致富路，促进了

新农村建设。 

  山东省临沂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市确立了建设“旅游

经济强市、红色旅游名市”的发展目标，着力打造沂蒙红色之旅亮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临沂市副市长左沛廷说，“近年来，临沂市共开发建设红色旅游项目24个，规划总投资

8.91亿元，红色旅游成为临沂市旅游业的新亮点。临沂将充分发挥好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好沂

蒙红色旅游品牌。” 

  2008年，临沂市红色旅游共接待国内游客871.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2%，接待入境游客2.48万

人次，同比增长6.9%，红色旅游综合收入49.53亿元，同比增长15.51%；估计2009年全市红色旅游

接待国内游客将突破1000万人次，实现红色旅游综合收入60多亿元，同比均增长20%以上。 

  临沂目前正集中力量对沂蒙红色旅游园区进行整合提升，以充分发挥沂蒙山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潜力，带动餐饮业、宾馆业、交通业、旅游商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红色旅游产业要素的发展。

同时，该市还策划编制了沂蒙红色风情游、齐鲁红色文化经典游、鲁南苏北红色之旅等多条以红色

旅游为主轴的复合型旅游线路和专项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 

  临沂市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精品。从全景展现沂蒙老区人民革命历程的电视

剧《沂蒙》，到精心刻画沂蒙女性为革命奉献牺牲的电影《沂蒙六姐妹》，再到形神兼备代言临沂

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蒙山沂水》，这些精品的成功推出，为临沂红色旅游注入活力。 

  临沂还积极发展与省内其他城市的联合，组成具有竞争力的红色旅游产品。由临沂市发起，泰

安、济宁、枣庄、日照等市参与组成五市旅游联盟，形成了山东无障碍旅游“新三角”；积极发展

与全国其他红色旅游区的联合，陆续完成了江苏省连云港、徐州、淮阴等淮海协作区红色旅游重点

城市的联合，建立了互访和联谊机制，共同研究开发“老滨海地区访红游”、“南征北战旧地

游”、“淮海战役前后方游”等跨区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拓展了临沂红色旅游发展的空间和前景。 

  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增加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一个助推器。孟良崮旅游区、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暨省政府成立纪念地、沂蒙山小调诞

生地、九间棚、沂蒙山根据地等红色旅游景区周边大大小小近百家农家乐、旅游购物点、采摘园都

在红色旅游中收入颇丰。“红嫂”、“沂蒙六姐妹”、“拥军鞋”、“拥军煎饼”等一批特色红色

旅游产品得到畅销，特别是蒙阴河头泉村、百泉峪村、百花峪村，沂南县竹泉村、费县大田庄村、

平邑九间棚等农家乐旅游示范村在2009年黄金周期间游客如织，热闹非凡，利润比平时增加了三四

成，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有较大提高。依靠拥军鞋发展起来的沂水“布鞋城”有企业近300家，

年产布鞋1.8亿双，实现产值7亿多元、利税6000余万元。目前，临沂“红色”品牌的产品已达数百

个，涉及上百个门类，带动起数十万人走上致富路，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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