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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齐6枚牡丹文创印章，可领取纪念品1份；love真爱广场
“三姐说媒”台下，小年轻们跃跃欲试；川剧变脸、国风走秀热闹
非凡……4月13日，第八届山东·济宁牡丹文化旅游活动在济
宁四季牡丹园开幕，千亩牡丹竞相绽放，游客们趁着美好的春
光，来这里赏花拍照。

3月以来，“赏花经济”“春日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任城区围
绕“赏花+”，精心设计旅游产品，不断解锁新“花”样，为消费者
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

“穿上仙气飘飘的汉服，路经花林，一身落英缤纷，好像古
言小说中的唯美镜头。”在任城区凤凰台植物园第三届樱花节
上，游客陈丽娟赞不绝口。

樱花节上汉服体验、樱花市集、国风游戏等多个精彩活动
接连上演，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特色美食、儿童彩绘、非遗体验
等摊位前，人头攒动，商户李先生表示，“这次樱花节氛围非常
好，布置的展位也非常好，现场人流量很大，对我们商户来说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

“春日经济”不仅能拉动消费，还延展乡村振兴的内涵触
角。晚春时节，任城区喻屯镇王军庄村秋月梨种植基地内，一

簇簇梨花含苞待放，春风拂面，香气袭人，2024年乡村好时节·
乐动生活暨喻屯镇第二届“喻见花开”梨花节在此举办，众多游
客相聚梨园，赏花、拍照、享美食，共赴一场花漾之约。

“第一次见这么大片的梨园，远看像雪海，走近一闻清香扑
鼻，太美了，不枉此行。”市民荆艳娇去年在网络直播看到梨花
节，今年特地赶来现场，带孩子踏青赏花。

“王军庄村千亩梨园投资5000余万元，流转我们村1000
余亩土地，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秋月梨种植基地。”王军庄村党
支部书记王体兵介绍，该基地种植的秋月梨果肉饱满、色泽纯
正、香甜多汁，是喻屯的烫金名片，基地每年产梨2000余吨，销
售额达1500万元，极大地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致富。

在任城，“春日经济”已不单单是简单地赏春花、尝春菜，而
是延展到了农旅融合，通过发展“春日经济”，让“颜值”变“产
值”，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春日，来一场近郊乡村采摘之旅，带上家人或邀上三五好
友，一起享受采摘、农耕之乐，体验乡村之美，成为济宁市民休
闲度假的第一选择。

在任城区南张街道恒丰草莓采摘园内，游客们拎着小筐穿

梭在大棚田间，体验采摘乐趣。“我家今年草莓种植有10个大
棚，光清明假期，每天就能接待500多人，出售草莓500公斤左
右。”草莓种植户刘启恒笑着说道。依托近郊优势，恒丰草莓采
摘园已种植30多亩草莓，年产值近百万元。

这几天，长沟镇三韩村西红柿种植大户韩清帅，和员工们
忙得不亦乐乎。这个1997年出生的“新农人”老道地招呼着正
在采摘的游客，“我们的西红柿保大、保甜。”

三韩村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村里种植西红柿已有30多
年的历史，种植户超过了90%。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新农
人”，韩清帅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将现代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有
机结合，不断提升三韩西红柿的品质和收益。目前，他种植的
西红柿已发展到20座大棚，总面积50余亩，年销售额可达70
余万元。三韩村已经发展成为鲁西南
最大的集种植、批发于一体的大棚西
红柿基地，年产值达1亿元，产品销往
全国20多个省，小西红柿撑起了产业
发展增收路，也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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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春天的美好 坐网红小火车打卡 踏青赏景，亲子游乐 老运河里乘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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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绽放催热“春日经济”

赏公园春日美景 “农文旅”融合特色景区 任城夜经济绽放迷人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