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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欣 张起帅 刘兆阳

为抓住青荣城铁开通带来的旅游商机，该市

整合现有旅游资源，结合荣成特色的旅游资源，

采取一系列措施，全时空、全产业、全行业发展

全域旅游。加快推进深度开发，打造休闲旅游，

建设一批高端观光休闲示范园，通过原生态的休

闲采摘，吸引大城市游客走进乡村；结合渔业优

势，加快综合性休闲渔业基地、海钓基地建设，

推出海上观光采摘、海上科普教育、渔家乐为重

点的特色线路；挖掘文化内涵，与文化产业和海

洋食品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成山头看日出、大天

鹅采风、海草房摄影大赛高品质旅游产品开发，

吸引高端游客。

为应对城铁将带来的机遇和大量客流，荣

成市还在海洋食品博览中心内建立了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通过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建立起全省

领先的数字荣成旅游信息化咨询服务系统，实

现全市旅游产品信息采集、处理、发布的信

息、网络化，提供旅游产品在线预订、在线支

付以及旅游产品营销一体化服务，让游客足不

出户即可轻松查询荣成旅游的全方位信息，实

现吃、住、行、游、购、娱等各项消费的在线

预订。同时，通过大屏幕、触摸屏等高科技手

段，把荣成旅游景区实时信息通过电子眼展现

给游客，让游客随时随地察看荣成各旅游景区

景点实时状态，身临其境感受荣成人文历史，

集中展示旅游资源。

到荣成住海草房，拍大天鹅，吃渔家饭，

将不仅仅是荣成周边城市的“专利”，即便是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完全可以实现。

荣成海洋文化之“厚重”———

坐拥12处国家级景区

“赤山法华院‘一寺连三国’。近几年，

每年都有10多万人次的韩日旅客到赤山法华院

参观祭拜。”荣成市旅游局市场开发科科长杨

家骏说，赤山法华院已成为中日韩民间友好的

象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赤山法华院是唐朝时期新罗(韩国)著名海

上贸易家张保皋为保佑海运事业，在赤山建

立的一座大型庙宇，日本著名高僧圆仁法师

曾两次客居于此，并在《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中作了详细描写，使其名扬海外，成为

中韩日三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地。2003

年，赤山集团投资5亿元，打造了以法华院为

中心，以赤山明神、荣成民俗馆、张保皋传

记馆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景区，被评为国家

4A级景区。

事实上，荣成拥有国家4A、3A级风景名胜

区达12处之多。除了赤山法华院，成山头也是

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成山头位于胶东半岛荣

成成山山脉的最东端，故而得名“成山头”。

这里是中国陆海交接的最东端，也是中国最早

看见日出的海上高角，被《中国国家地理》杂

志评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大陆第一名。

据《史记》记载，秦皇汉武曾多次东巡成山

头，拜日神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保留下全国唯

一一处始皇庙。

伟德将军碑廊则是荣成海防军事文化的代

表，荣成人民性格豪放、爱军崇武，建国以来

先后涌现出1 6 5位将军，是全国著名的将军

县。伟德将军碑廊位于圣水观风景区，采用

古建筑风格，集中展现了130多名荣成籍将军

的书法手迹和鏖战沙场的丰功伟绩。现在，伟

德将军碑廊融观光游览与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为一体，被列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荣成海洋文化之“和谐”———

海草房成特有文化符号

“我们家的海草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了，冬暖夏凉，游客就喜欢住这种原生态的房

子。”荣成市俚岛镇烟墩角村家宏渔家乐的女

主人自豪地说。

荣成海草房采用原始石块或砖块混合垒墙

体，用海草苫屋顶，抗风耐蚀，百年不腐，是

全国难得一见的生态民居活标本，也是中国沿

海区域保护最好、规模最大的原生态民居建筑

群落。

为保护这一遗产，荣成发掘整理了海草房

民居建筑技艺，2006年收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把“建设

与保护”结合起来，在搞好农村群众居住环境

的同时，注重加强对海草房的保护。目前，全

市海草房村落430个、2 . 3万户、近十万间，其

中，最早的海草房距今有500多年历史。始建

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宁津街道东楮岛村因保存

有大量海草房，被建设部等八部委命名为第

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还有8个村被列为中

国传统民居村，成为渔家体验、摄影写生的重

要目的地。

荣成市出台了《海草房民居保护试行办

法》和《海草房保护资金管理办法》，划定了

海草房民居保护村落群，成立了海草房保护协

会，使海草房由单一的、分散性保护向整体

的、区域性保护转变。市政府每年投入100多万

元对海草房进行分批修缮，目前已修缮海草房

5000余间，200多个传统村落得到有效保护。今

年投资1200多万元，邀请天津大学建筑设计

院，对东褚岛海草房进行整体维缮，成为海草

房整体保护的代表。

勤劳纯朴的荣成人民在劳作之余创作了大

量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形

式，秦始皇东巡传说、赤山明神传说、石岛大

鼓、彭调大鼓、海洋渔号、渔家秧歌、跑旱

船、踩高跷、蛤精舞，以及剪纸、根雕、面

塑、奇石收藏等广为流传，造就了一批远近闻

名的花村、画村、戏村。其中，以“渔家大

鼓、渔民号子、渔家秧歌”为主体的“三渔”

文化成为深受荣成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多次

参加全国展演，“三渔文化”被评为“山东省

十大非遗亮点工程”。

荣成海洋文化之“传承”———

打造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目前，荣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159项，被评

为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剪纸之乡，2013年获

批山东省海洋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

为充分发掘海洋文化资源，加强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荣成

市委、市政府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全力构筑

千里海疆文化长廊。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

产业振兴的意见》，聘请北京大学专家编制

了《海洋文化 (荣成 )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

划》，市财政每年设立1000万元的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和支持海洋文化产业重

点项目。

荣成市通过建立展馆、收藏文物、保存资

料等方式对海洋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式保护，并

免费向市民开放，提高群众海洋文化认知水

平。投资5000多万元，建设了“渔家傲——— 荣

成人与海”展馆，展陈面积2200平方米，陈列

历史文物和民俗文物1000余件，展示老照片1500

余张，真实反映了荣成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民俗

事象及传承变化，再现了胶东山海文化和中国

北方渔家民俗文化，年均参观人数达到100万人

次。建立渔民开洋谢洋节、海草房民居建造手

工技艺、蜢子虾酱手工制作技艺、渔民桷蓬制

作技艺、威海海参传统加工技艺、胶东海鲜饺

子制作技艺等“非遗基地展室”十余个，建设

乡村记忆馆10处，增上了非遗动漫、电子文

档、电脑触摸问答、投影仪播放等数据库网站

资料，极大拓宽了非遗项目的传承面。

生产性保护海洋文化资源是荣成市的一大

创新，通过将非遗项目与旅游、食品等产业结

合起来，以产业的造血功能反补非遗项目，实

现非遗项目的可持续性保护。荣成市引导烟墩

角、东楮岛以海景村落为基础，建设打造乡村

博物馆，展示渔民生活习俗和民间文化艺术，

以“民俗”、“乡情”概念和“大天鹅之

乡”、“新年第一缕阳光”等文化品牌，吸引

艺术家和游客采风创作、休闲度假，走出了一

条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之路。

荣成市出台扶持食品企业发展的专项政

策，鼓励食品企业将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工业

结合起来，实现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扬，打造

独具特色的海鲜食品。目前，胶东海鲜饺子、

蜢子虾酱、回水咸鱼干、海参及昆布制作等技

艺相继实现产业化发展，涌现出好当家、海芝

宝、鸿洋神、泰祥等大批知名海洋食品企业，

荣成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调理食品、海带食

品、海产罐头食品生产基地。

为进一步弘扬荣成饮食文化，自2012年

起，荣成市连续举办了三届海峡两岸海洋食品

博览会、两届成山头吃会，今年还举办了首届

海洋美食大赛，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品

尝，极大提高了荣成食品知名度，被授予全国

唯一的“中国海洋食品名城”称号。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海洋文化为荣成增

加了无限的底蕴，城铁开通后，全国各地的游

客不仅能领略到荣成优美的自然风光，更能感

受到荣成独特的文化特色和魅力。”荣成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王春河如是说。

城铁游荣成 感受海洋文化之魅

成山头日出赤山法华院全景图

滨海公园

烟墩角大天鹅

荣成市有着积淀深厚的海洋生

态文化、海上交通文化、海防军事

文化、海洋艺术文化、海洋民俗文

化，海洋文化源远流长、资源丰

富。随着青荣城际铁路通车，一个

以荣成站为中心，分别以5分钟、30

分钟、50分钟车程为半径的海洋文

化旅游圈已然形成。

游客在荣成站下了动车，立即

就有纯净、新鲜、带着海的气息的

空气前来迎接；5分钟车程内，可以

去海鲜风情一条街吃海鲜，可以参

观海洋食品博览中心，可以到中韩

边贸城采购海产品； 3 0分钟车程

内，可以到我国第一个城市湿地公

园和数公里长的滨海公园漫步；50

分钟车程内，可以游览成山头、天

鹅湖、圣水观、石岛赤山法华院、

九顶铁槎山等著名风景区，可以住

海草房、吃渔家饭，尽享荣成海洋

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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