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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英 于新悦
本报通讯员 夏丽苗

登泰山游岱庙。提起泰安旅游，人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历
史上多位帝王封禅之地，泰山留下了众多
文化遗存。深入推进文旅融合，泰安正以
泰山为龙头，以非遗为切入点，做好文旅
融合的大文章。2019年上半年，泰安市共
接待国内游客3590 . 68万人次，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397 . 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 . 57%和
13 . 43%。“五一”假期期间，全市旅游接
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创历年同期新高，泰
山景区好评度列全省第一名，好评率达到
93 . 78%。

泰安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个、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42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05个。这些非遗传统文脉深厚，文化生态
多元，民俗风貌独特。泰安对非遗进行创
造性保护开发，加强其与旅游的融合，非
遗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为将非遗文化发扬光大，泰安市实施
“非遗进景区”，让更多游客通过旅游了
解非遗、传播非遗。就在今年端午假期前
夕，为庆祝“文化和遗产自然日”，泰安
市文旅局组织泰山皮影、汶河大鼓、九宫
方等全市140余项非遗项目在岱庙景区进行
了展示、展演，精心提炼非遗文化元素，
与旅游景区有机融合。“像这样的非遗展
演活动，不乏国家级非遗展演项目，市民
及游客可以现场看展演、品美食、做剪
纸、刻铜炉、听戏曲、买面塑，让游客与
非遗面对面，更能近距离领略非遗文化魅
力。”相关负责人表示。

非遗文化走向市场，旅游是桥梁。泰
安市创新打造“非遗+旅游”多元化产品
模式，让非遗从“活起来”到“火起
来”。泰山豆腐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泰山豆腐宴文化研究院理事长王小
刚，凭借着从事导游职业多年的市场经
验，看准了豆腐宴这座“宝矿”，深入挖
掘豆腐文化，打造了600平方米的豆腐博物
馆，将餐馆做成了以豆腐为主题的“文化
空间”。游客走进这个空间，不但可以品
尝到富有当地特色的泰山豆腐宴，品鉴博
物馆丰富的馆藏，还可以跟着四页竹板山
东评书了解泰山豆腐文化。不少旅游团

队、研学团队慕名而来，最红火的时候年
接待量达到50余万人次，其中，研学团队
达到8000余人次。

人是传承文化最活跃的元素，泰山文
化借助一个个非遗传承人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央视春晚泰安分会场、海上丝绸之
路非遗大展、世界摄影大会、全英华侨华
人新春团拜会等，都能见到非遗传承人展
演非遗绝活的身影。非遗正成为泰安的亮
眼名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到泰安一探究
竟。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包罗万象的文化层面中找到适合现代需
求的落脚点，以点切入，转化创新，文化
旅游才能做出特色。

为了拓展泰安全域旅游大格局，近年
来，泰安市依托乡土文化，打造了一批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
特色乡村旅游产品，一座座面山临水而居
的精品民宿、一件件唤起儿时回忆的老物
件，让泰安的乡村充满艺术情怀和人文气
息。泰山脚下环山路上的凡舍是一家面积
不大却很有味道的民宿，经理刘鹏介绍
说，这里原来是已经废旧的职工宿舍，经
过精心改造，成为一处特别适合感受山间
野趣的“桃花源”。岱岳区道朗镇的九女
峰是泰安乡村旅游的聚集区，这里一条公
路穿起了19个村。走进北张村，3000多平
方米丰富多彩、个性十足的墙绘格外引人
注目。一幅幅巨幅墙绘让曾经灰白一片的

村庄变成了潮流与艺术的“网红地”。北
张村还利用本村闲置院落，建设精品民
宿、咖啡屋等休闲娱乐设施，打出了“花
田北张”旅游品牌，不仅能吸引游客来参
观拍照，还能留住游客住宿消费。在它邻
近的朱家洼村，除了彩绘墙，还有以知青
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一
段段动人的故事带游客一起重温那段温情
岁月。此外，片区内还有泰安起步较早的
里峪铂思民宿、八楼村的麓垚·氧心谷以
及鲁商集团全新打造的“故乡的云”，形
成了点线成面的片区集聚效应。泰安自供
给侧出发，促进旅游观光向休闲度假转
变，为游客提供旅游消费新业态，激活泰
安旅游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刘英 于新悦

拥有7300年的始祖文化、4300年的城
邦文化、2700年的运河文化，孕育了墨
子、奚仲、滕文公、孟尝君、毛遂、匡衡
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一直以来，枣庄以
“鲁风运河·生态枣庄”为口号，在优质
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特色文化旅游。

近年来，枣庄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底
蕴，实施精品文化旅游景区战略，让龙头
景区、重点项目做出文化内涵，做出个性
特色，增强市场竞争力。经过持续打造，
形成了以台儿庄古城、微山湖湿地公园、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冠世榴园、抱犊崮国
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精品文化旅游景区集
群。

“红色故事、名人的故事大都发生在
农村，农村也有美丽的生态环境。枣庄的
文旅融合，乡村文化是一个重点，乡村是
文化和旅游一个最好的结合点，优秀传统
乡镇是一个好的契机。”枣庄市文旅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以旅游强镇和旅游特色村为重点，枣
庄持续推进乡村旅游连片开发和标准化建
设，鼓励发展共享农庄、民宿经济、田园
综合体，提升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该市
先后提升打造了蟠龙河旅游片区、葫芦套
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岩马湖乡村旅游片
区、冠世榴园片区等14个乡村旅游集群片
区，全力推进乡村旅游园区和鲁南乡村民
宿发展。

把发展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在滕州市洪绪镇郝洼村，村里整合3户连
片闲置的民居，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建
起占地918平方米的孔子学堂、家风堂，最
大限度地保留老屋、老树等原貌。家风堂
充分发挥村内张、王两姓“勤学慎思”
“笃存忠厚”的传统家风家训，以良好家
风带淳朴民风促文明乡风，发挥村内五老
乡贤的作用，践行“写好字、读好书、做
好人”的学堂宗旨。郝洼村的改造既丰富
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村内崇德向善
蔚然成风，又提供了新的乡村旅游点。

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也是枣庄重点建
设的文旅品牌，是枣庄最亮的红色名片。
今年7月1日，全新建造的铁道游击队纪念
馆正式开馆运营。纪念馆坐落在薛城区临
山脚下，周边风光秀美，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其增色不少，依托临山，纪念园内还设
立了名人纪念廊、凉亭等。纪念馆甫一开
馆，就成了众多单位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的
场所，也成了不少游客到枣庄旅游的景点
新选择。

枣庄市依托红色旅游资源，进行研学
旅游和旅游产品创意开发。整合红色遗产
资源，以历史发展为脉络，讲述当年红色
故事。支持鼓励文化企业依托红色资源研
发有优势、有特色的红色旅游产品。

全面保护历史文脉，深度挖掘人文资
源，把文化元素植入景区景点、融入城市
街区、嵌入美丽乡村，让静态的文化活起
来，枣庄未来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体现
鲁南乡土风情，保留原始田园风貌，注重
挖掘民俗文化内涵，讲好独特故事，精心
打造一批集民宿餐饮、生活体验、康养游
乐、田园风情小镇为主的乡村旅游项目，
提升旅游品质和旅游发展效益，全面提升
枣庄旅游的文化底蕴和特色魅力，打造区
域性品牌和文化旅游走廊。

以乡村为载体挖掘地域特色文化

枣庄：集群发展特色旅游村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1日下午，2019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

市联盟文化旅游交流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土耳其马尔马里斯
市、英国巴斯市、俄罗斯德米特洛夫市、美国萨克拉门托市
和日本东京都等地的代表团出席了交流会，与济南旅游业界
代表进行交流洽谈。各联盟成员城市代表分别在会上进行了
文化旅游资源推广。

作为东道主，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向与会代表们呈现了
济南独特的泉水景观、泉水生活、泉水美食、泉水康养、泉
城夜宴和泉城历史文化。

据了解，在泉城济南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泉水文化景观
城市联盟文化旅游交流会，已经慢慢成了各泉水文化景观城
市间的默契。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闫险峰表示，济南
将与联盟成员城市开展深层次、多渠道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
作，通过互设海外推广交流中心、开发专项旅游产品、促进
青少年交流等方式，推动成员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
的地，共同促进国际文化旅游交流合作。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6日，山东旅游职业学院迎来2019级新

生3625人，新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山东高职单招录
取1416人，普通高考录取1726人，三二连读转段录取212人，
高职扩招录取143人，外省录取128人。

从录取分数来看，“3+2”分段培养试点本科文科最高
分509分，最低分504分，理科最高分455分，最低分447分，
均超今年本科资格线。夏季高考文科最高分498分，最低分
333分，理科最高分446分，最低分353分，较2018年有大幅提
升。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1日起，华山湖游船正式通航运营，

为华山历史文化湿地公园这幅新时代“鹊华秋色图”添上了
点睛之笔。华山湖下一步还将开放更多的游船码头与航线，
给游客带去更丰富的“水中行”体验。

在9月11日正式通航之前，华山湖游船已试运营两星期
左右，吸引了不少市民及游客。“周末来坐船的游客很多，
每天有600人次左右，工作日每天也有100人次，还是很受欢
迎的。”济南城市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华山湖作为华山历史文化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水
面面积约3700亩，湖岸线长约15公里。游船通航后，将重现
历史上“山在水中立、桥在水中卧、船在水中行”的山水胜
境。

自去年“十一”园区一期建成开放，到今年“五一”园
区主体工程完工并对外开放，融山、泉、湖、河、城及文物
古迹于一体，展现泉城特色的华山历史文化湿地公园，已逐
渐成为市民及游客休闲出行的“网红新地标”。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12日上午，第十六届齐文化节在淄博

市临淄区开幕，开幕式现场，一位穿越2000年的淄博籍靓仔
“小牺宝”正式亮相。这是淄博齐文化形象的首次发布。

据了解，“小牺宝”外观造型设计取材国宝牺尊。国宝
牺尊是一件青铜礼器，因为造型别致像小牛犊被称为“小
牛”，牺尊长46厘米，高28 . 3厘米，重6 . 5公斤，体态丰盈，
工艺精美。

此次“小牺宝”外观整体设计结合现代动漫技术，将国
宝牺尊以卡通形象灵动呈现。此外，淄博的陶瓷琉璃、周村
烧饼、临淄蹴鞠等元素也在造型中有所体现。

作为淄博齐文化形象，“小牺宝”将吸引游客游览淄博
的风景名胜，探究文物古迹，领略淄博城市风光，同时作为
一个小使者，发挥在文化交流传播中的作用。

挖掘泰山文化 提炼非遗元素

泰安：以泰山为龙头 打造文旅融合高地

□ 本报记者 刘英 于新悦

枣庄的红色旅游开始由温变热。“七
一”建党节前夕，据马蜂窝旅游网大数据
显示，“红色旅游”关键词搜索热度上涨
43 . 7%，成为暑期旅游旺季众多热门主题
之一，以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红色旅游
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2019年上半年最受
用户关注的十个红色旅游目的地中，枣庄
以丰富的红色旅游跻身全国前十。

红色旅游以其风景优美或人文厚重，
兼旅游休闲和学生教育于一体的特色，在
暑期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关注的出游热
点。2019年上半年最受用户关注的十个红
色旅游目的地分别是嘉兴、徐州、延安、
安顺、遵义、锦州、赣州、枣庄、信阳和

抚顺。枣庄以10万+的热度从全国众多城
市中脱颖而出，名列第八。

有红色旅游规划专家表示，枣庄是一
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正义之城，处于鲁
南红色旅游区的中心地带，台儿庄大战彪
炳史册，铁道游击队故事广为流传。枣庄
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编制了红色研学
旅行教程手册，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积极举办“台儿庄大战胜利周年祭奠英烈
仪式”，开展“英雄台儿庄，寻找大战英
烈”等图文展览。《铁道游击队》《铁道
游击队2》《小小飞虎队》《沂蒙》《台
儿庄》等60余部影视剧在枣庄市红色景区
取景拍摄。

枣庄市通过发展红色旅游，为“正义
之城”扬名。

◆记者手记———

红色旅游为“正义之城”扬名

□ 本报记者 刘英 于新悦

旅游是泰安的特色所在和优势所在。
文旅融合，最终还是要以游客需求为落脚
点。随着泰安全域旅游的大发展，泰安深
入探索惠民利民新路径，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为更好地发挥泰山的品牌效应和龙头
作用，今年3月1日起，泰山景区所有门票
价格由240元降为115元，一次购票3日内有
效，有效期内不限游览次数。4月30日，泰
安智慧旅游平台“慧游泰山”上线运行。
借助大数据技术，“慧游泰山”通过其官
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有效整合泰安全
域旅游资源，提供门票、美食、智慧停
车、酒店民宿、景区导览、自助游推荐、
一键救援等服务功能，极大地方便了来泰
安旅游者的出行。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十三届泰山国际
登山节期间，举办了2019泰安全域旅游网
络抢票活动，面向海内外游客发放15家A
级景区7万余张总价值500多万元的免费门
票，源源不断地送出旅游大礼包，让游客
和市民共享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果。

“全民共享”的

泰安经验

◆记者手记———

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

成员城市齐聚泉城济南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2019级

新生人数、录取分数再创新高

华山湖游船正式通航

济南“网红新地标”再升级

“小牺宝”亮相

第十六届齐文化节

□记者 于新悦 通讯员 林妍妍 报道
本报利津讯 9月7日，为期15天的蜜桃采摘节在利津县

北宋镇南贾家村拉开帷幕，现场聚满了前来采摘、观光的游
客。

南贾家村种植的黄河滩蜜桃，形美、色艳、味甜，汁多
甘厚。近年来，南贾家村投资480多万元高标准打造了480亩
的现代智慧产业园区，成功申请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
时，成立了皓宇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芦笋、蜜桃采摘，带
动农户发家致富，走出了一条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
富、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旅游富民新路子。

“如今我们村有蜜桃可以品尝，有芦笋、杏、苹果、甜
柿、葡萄等瓜果蔬菜可以采摘。下一步，我们将以农业科技
创新为支撑，充分利用高温大棚优势，将南贾家智慧农业产
业园打造成旅游富民的典型。”南贾家村党支部书记贾学滨
说。

利津县南贾家村蜜桃采摘节开幕

走出旅游富民新路子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位于枣庄市山亭区兴隆庄村的翼云石头部落旅游度假区，以石板房、翼云山、翼云湖为核心，融入鲁南民俗和小邾国悠悠久历史，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览。

□刘水 报道
9月7日，第

33届泰山国际登山
比赛暨第24届全国
全民健身登泰山比
赛在泰安开赛。

□刘水 报道
位于泰山脚

下的凡舍客栈，
是泰安有代表
性的民宿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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