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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位于黄海之滨的日照东夷
小镇，已经是游人如织，栉次鳞比的酒楼茶肆，种类
繁多的特色小吃，古色古香的街道小巷，熙熙攘攘的
南北游客，让人顿有置身汉唐盛世古风之感。

时下，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但有些小镇
“开业”即“歇业”，而东夷小镇如何把握发展风
口，跻身“网红”行列，给了游客一个非来日照不可
的理由？

“生于创新，成于创新”，日照市城投集团董事
长李伟一语道破：“从筑巢引凤到招商选商，从规划
建设到管理运营，东夷小镇创新而为，只有握住市场
的手，才能抓住游客的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东夷小镇创在何
处？新在哪里？春暖花开时节，借第二届中国(日照)
新闻摄影周在此举办之东风，我们走进东夷小镇，解
码小镇的创新之道。

聚焦新旧动能转换

创新开发模式实现“多赢”

东夷小镇被誉为离海最近的特色旅游小镇。就是
这个“无中生有”的旅游项目，解决了日照旅游转
型、国企改革、旧村改造三道难题。

蓝天、碧海、金沙滩，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
日照发展滨海旅游的自信与筹码。然而，多年低水平
开发、粗放式经营，一度成为日照旅游发展的痛点，
这其中就包括董家滩的“渔家乐”。

尽管位于日照滨海旅游核心区，但董家滩的民俗
旅游档次不高，收入较低。2012年，借棚户区改造政
策，日照市创新采用“旅游+旧城改造”模式，在董
家滩村原址建设东夷小镇，在距原址1 . 5公里处建设
安置住宅，实现整村搬迁。它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也
是市委、市政府打造的一个拳头旅游项目。

据李伟介绍，东夷小镇建成后，日照城投集团作
为项目承建方，曾为如何经营“挠头”——— “6 . 8万
平方米东夷小镇，6万平方米是村级资产，如果交由
村民自主经营，可能又会是‘家庭旅馆’的模式。”

于是，一方面，日照城投集团与董家滩村签订合
同，将归该村的小镇资产交由城投租赁经营。李伟算
了一笔账：“租金是每年1800多万元，加上安置区沿
街的租金收益，目前每名村民每年有1 . 3万元的收
入，村民还可到小镇从事保洁、保安等工作，真正实
现‘拆一片旧村，带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自
2018年4月29日试运营以来，小镇先后吸引了558万人
次前来打卡消费，实现收入9000余万元。

另一方面，依托东夷小镇，日照城投集团聘请
《舌尖上的中国》顾问王喜庆团队，高标准打造融民
俗客栈、特色餐饮、文化休闲街区于一体的旅游小
镇。“文旅特色小镇在全国异军突起，背后是全民旅
游时代井喷式的消费升级。”李伟认为。日照打造旅
游之城，随着滨海旅游的蓬勃发展，吃在哪？住在
哪？购在哪？“抓住旅游消费升级的市场机遇，东夷
小镇作为游客承接地，解决了所有问题，也给日照旅
游多了一个非来不可的理由。”

东夷小镇的打造，解了日照旧村改造之难和旅游
升级之困，对城投而言，项目坚持市场化思维主导的
背后，更是推动集团由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并重转变，同时实现集团从
重资产持有到轻资产运营的理念革新。

聚焦品牌打造

创新营销方式实现“爆红”

东夷小镇经历6年时间的开发建设，但它的“爆

红”却是一夜之间。
2018年4月27日，首届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在东

夷小镇开幕，不仅中央、省、市70余家主流媒体大篇
幅报道了该活动，摄影周期间，活动相关新闻总浏览
量达5000余万人次。

据日照文旅集团总经理李鑫介绍，开幕式的前一
天晚上，小镇还在加班加点进行卫生扫尾工作，当时
东夷小镇刚刚结束施工，没运营也没什么名气，借助
摄影周，小镇一经亮相便被叫响、放大，可说是一鸣
惊人，开业两个月就接待游客180万人次。

以摄影周开场，东夷小镇一年举办了30多项主
题活动，包括日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感
恩母亲节、“寻味东夷”美食评选大赛等等，同
时穿插“美食星探”联动以及非遗文化展演，做
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小镇由此聚集
了大量人气，官方公众号粉丝4万余人，文章阅读
点击量破千万。

“冷热不均是日照旅游的短板，如何做到淡季不
淡、旺季更旺？”在李鑫看来，东夷小镇通过创新营
销方式，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营销活动，不仅实现了
宣传效果的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破解了日照旅游淡
旺季的困局。

从大年初一开始，今年整个春节期间，东夷小镇
的各种精彩民俗表演层出不穷，再加上日照元宵灯会
的举办，让小镇在料峭寒风中火了起来。

淡季不淡，在猪年春节期间成为东夷小镇的新状
态。数据是最好的说明：2019年春节假日期间，小镇
共接待市民游客近20万人，实现收入约350万元，仅
元宵节当天游客就达到5 . 9万人次，这是东夷小镇运
营一年以来单日客流量的最高值，比夏天旺季还高，
这效果可想而知。

聚焦特色塑造

创新运营机制实现“持久”

东夷小镇火了，除了营销手段的“推波助澜”，
人气的聚集提升还在于“闲在小镇、品在小镇、泡在
小镇”的特色魅力。

当前，大众旅游的需求日益多元，特色小镇贵在
特色，也难在特色。李鑫解读：特色，即是由创新而
生，东夷小镇运营机制的创新，是其特色塑造的关键
所在。

据介绍，小镇运营初期因为没名气招商很难，即
便如此，依然坚持不招商只选商。小镇发起了征集山
东108匠活动，寻找日照本地及周边城市最能代表山
东半岛特色的美食和文创产品。

在选商过程中，坚持“一店一品一产业”的模
式，既要选择有市场的商户，还要注重引入文化与艺
术产品，确保各类业态配比适宜，以减少低端同质化
竞争。目前，小镇共有特色美食、民俗客栈、文化展
馆、手工文创、休闲酒吧5大类别176家商铺对外营
业，郑杰的东夷老酸奶便是其中之一。

“当初来东夷小镇是为了创业，如今老酸奶高峰
期一天的营业收入过万元，平时也在两三千元。”这
让郑杰觉得自己赚了。当初来小镇一分钱不用投，拎
包入驻，这才有了他创业的机遇和平台，也让郑杰赚
到了第一桶金。

所谓的拎包入住，其实是东夷小镇创新的联营
机制。据东夷小镇经理朱志伟介绍，小镇实行规
划定位、品牌营销、平台共享、招商选商、管理
服务“五统一”模式，对特色美食实行“统一装
修、免房租、联营扣点”政策，业主无需缴纳固
定租金，而是按照收入与城投集团分成，同时，
对在经营中日均销售额低于小镇标准的商铺实行
末位淘汰。

在朱志伟看来，这种模式更能有效地对商户进

行约束，既避免了商户之间恶性竞争，不管是从
进货渠道，还是售卖价格都能有效监管。

郑杰坦言，风险共担让店主们能更专心也更有
动力去创新好产品，搞品牌经营，自己就是实
例：“如今，除了招牌老酸奶，店里还新推出了
奶酪、水果奶片、零添加剂的鲜牛奶皂等30余款产
品。”

品质的保障与持续的创新，让联营机制赢得了市
场的肯定，让小镇不仅火了，还活了。数据显示，自
小镇运营以来，联营商铺的每平方米日绩效5 . 05元，
是传统每平方米日租金1 . 5元的3 . 36倍。

特色小镇，不只是传统建筑空间、商业业态的变
革，更是其内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也是传
统文化潜移默化的质变。“下一步，东夷小镇要在
‘一店一品一产业’上下功夫，拉长产业链，同时注
重引入有情怀、有品位的商业业态，推出一批好吃、
好住、好玩、好礼等衍生品，打造‘有一种生活叫东
夷小镇’。”李鑫说。

有创新

才有生命力

启示一：创新无处不在。解码东夷小镇的创新
之道，从开发建设到宣传营销，从业态布局到管
理运营，无处不蕴含着创新的无畏勇气，闪烁着
创新的思想火花。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以新思
路谋求新发展、以新眼光把握新机遇，这背后其
实是创新意识主导。“只要肯动脑筋，创新无处
不在”，树立创新思维，并让其成为一种习惯，
主动求新，善于创新，才能赢得更多的发展机
遇，东夷小镇跻身“网红”的行列便是最生动的
实践证明。

启示二：创新关键在人。决定“创新驱动”的关
键在人，对东夷小镇而言，项目的成功始于决策者搭
建起符合市场的创新机制，成于小镇这一发展平台上
的万众创新。一方面，日照城投集团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丰富小镇业态，打造小镇品牌伴手礼，开发小镇
线上APP，等等；另一方面，小镇特色美食实行联营
模式，搭起了创新平台，激发了商户的创新动力，比
如东夷老酸奶开发30多种新品，比如可打包的海沙子
面，都是创新所为。创新无处不在来自于人人皆可创
新，激发每个人的创新“主人翁”意识，只要每个人
都想创新、善创新，每项工作都会有新变化、新突
破。

启示三：创新本质是与众不同。因为各自的差
异化特色才称之为特色小镇，也是其魅力所在。东
夷小镇“爆红”，究其原因，是其打造的“闲在小
镇、品在小镇、泡在小镇”的特色赢得了市民和游
客的青睐。无论是先天的条件特色禀赋，还是发展
过程中逐渐显现挖掘出的特色方向，东夷小镇的特
色塑造离不开创新的思维引领和理念坚持。创新的
本质是与众不同，特色即是由创新而生，让游客来
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与众不同的特色最能抓住
游客的心。

启示四：创新永远在路上。一个特色小镇一定要
有引爆点，东夷小镇的引爆点是特色美食，“美食为
小镇聚集了大量人气，但东夷小镇决不能发展成为美
食一条街”。东夷小镇火了，但如果仅仅靠着这一把
火就一劳永逸，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特色小镇的特色
建立和长期保持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优胜劣汰
的过程，没有哪个特色是能一劳永逸的，要在市场不
断变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保持特色领先，就要
不断把握市场机遇，持续不断地创新，这也是东夷小
镇努力的方向。只有从市场的需求侧出发，不断推出
一批好吃、好住、好玩、好礼等衍生品，才能实现
“有一种生活叫东夷小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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