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和景明，牡丹飘香。4月15日，2023山东省市地报新闻摄影学
会年会暨走进菏泽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巨野花冠酒业举行。全省16
家市地党报及新华社山东分社、省广播电视总台、齐鲁晚报等中央省市
新闻媒体的70余名记者参加活动。

近年来，菏泽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菏泽时提出的“后来居
上”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兴产业、育财源、促发展，综合实力跃居全省第8
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年位居全省前列，成为全省发展速度最快、潜
力最大的地市之一。牡丹是菏泽的最大特色、最靓名片。菏泽牡丹历
经1500余年历史，拥有9大色系、10大花形、1280个品种，是世界上最
大的牡丹繁育、栽培、科研、加工、出口和观赏基地，“中国牡丹之都”金

字招牌愈加闪亮。
巨野是国家命名的“中国麒麟之乡”“中国农民绘画之乡”“中国工

笔画之乡”“中国杂技之乡”“武术之乡”和“戏曲之乡”。2022年地区生
产总值总量全市第三，荣获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全国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等荣誉称号。

巨野酿酒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1958年，花冠酒业的前身——
巨野糖酒厂应运而生。目前，拥有天香窖池13000个，年产优质粮食酒
20000吨，储酒能力13万吨；拥有包括1名中国白酒大师、10名国家级白
酒评委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216人，并获批成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建有中国白酒大师工作站和中国白酒（齐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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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牡丹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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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邹城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按照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工作思路，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依托，打造有乡愁、有颜值、有气质的美丽乡村，成功
创建了凤阳新村（上磨石岭村、辛寺村、虎窝村）为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其中上磨石岭村被评为省级旅游特色村、2A级
乡村旅游景区。

济宁市第一高峰凤凰山坐落于邹城市张庄镇境内，张庄
镇秉承“保护、提升”理念，以“看得见石头、留得住记忆”为主
基调，依托凤阳新村浓厚的文化底蕴，持续深化“文旅+”融
合战略，坚持依旧修旧，打造了响水巷、烽火台、禅意百花谷、
水韵和棋广场等精品景观节点，依托村内河道雕琢成曲水流
觞的生态水系，并打造了以竹子为点缀的廊桥景观，形成了
山、水、景、人文互相交融的生态景观。

坚持以“引来人、留住人、人邀人”为目的，充分利用凤阳
新村典型的山居村落，紧紧依托村内柿子成林、绿树成荫的
优势和俊美的自然地貌和景观，鼓励以发展农家乐、精品民
宿和农家民宿为主的特色产业，以国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
了上魔时代文化创意园，开展民宿经营、国学表演等活动，其
中上磨石岭村的览山民宿获得山东省四星级旅游民宿荣誉
称号。张庄镇还积极筹措资金对村内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
造，建设了党群连心廊、景观公示牌、百姓大舞台，进一步提
升了游客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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