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记者 于新悦

元旦是“好客山东贺年会”四大节点
中的第一个节点，伴随着新年的钟声，我
省各地展开了丰富的文旅节庆活动，迎接
2020年的到来。

日照：
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

1月1日，迎着新年第一缕阳光，初光
先照·2020中国（日照）元旦迎日祈福大典
在万平口旅游区演艺广场举行，传承创新
太阳文化，打造“太阳从这里升起”冬季
旅游节事活动品牌，拉动淡季旅游消费市
场，进一步丰富“阳光海岸 活力日照”
和“有一种生活叫日照”的内涵。

今年的迎日祈福大典主会场活动包括
火舞迎宾、金乌送福、君王祀日、启动贺
年会、圣钟祈福、全民互动篝火舞等流
程。为了突出“迎日祈福 乐享嘉年”主
题，活动以市民和游客为中心，分别设计
安排了传统非遗手工艺品展销、民俗演
艺、网红游戏娱乐、亲子活动、活力运
动、“祝福祖国”万人快闪、迎日祈福许
愿墙、网红美食展销、杂技表演等九大板
块内容。一批极具参与性、互动性与体验
性的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应接不
暇，不仅有非遗手工艺品、舞龙舞狮、集
体花蝶、踩高跷杂技等传统民俗演艺，还
有时下最火的网红项目——— 美女不倒翁表
演，充满时尚活力的街舞、轮滑表演，努
力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枣庄：
台儿庄古城开福门大典

1月1日，2020年台儿庄古城开福门大
典在景区西城门举办。开场情景舞蹈《回
家过年》令观众感受到了过年回到家中热
闹温馨的场面。演员穿着喜庆的服装，将
春节欢乐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欢快的舞蹈，嘉宾和游客共同
推开城门，迎接新的一年。知名歌手江涛

带来经典歌曲《常回家看看》《好运当
头》，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台儿庄古城创新发展中国春节文化旅
游市场，着力打造的台儿庄古城大庙会已
经成为国内最知名的展会品牌之一，今年
倾心打造“家·传承”“家·记忆”“家·
味道”“家·幸福”“家·国情”五大主题
活动，一直持续至2月24日。大庙会期间，
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各类演出亮点不断，
各式各样的盛世花灯让人眼花缭乱，不仅
为广大市民及游客奉献了一场别具特色的

“年文化大餐”，而且对于宣传推介枣庄
市冬季旅游产品，促进全市冬季旅游市场
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东营：
系列文化活动开启过年模式

东营市2020年“黄河口之春”系列文
化活动安排正式出炉：从元旦开始到正月
十五，东营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为东营市民
准备了一系列文化味儿足、娱乐性强、内

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活动包括2020年迎新春文艺汇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东营春
节群众联欢晚会、新春系列文艺演出、闹
元宵文化展演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
产月”开幕式展演、非遗旅游产品展等，
为观众送上具有浓郁文化特色又集观赏
性、艺术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展示展卖东营市非遗产品、旅游商品，
推动非遗项目更好更快地融入现代生
活。

□ 本报记者 于新悦 刘英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一到，品
尝各地丰收的食材的心情就更加迫切，鲜
美的食材加上创意的烹饪手法，冬游齐鲁
之时，美食吃下肚，驱寒暖胃又让人心情
舒畅。

蟹粉狮子头、金蝉戏牡丹、樟茶排
骨、金龙献寿、松挞虾球、干捞粉丝、老
黄县风干鸡……近日举办的烟台“鲁菜之
都·经典鲁菜技艺展”上，来自烟台各大
酒店、专业技术学院等名厨大师精心烹饪
的鲁菜经典和创新菜品，惊艳来宾。

目前，烟台正在致力于创建“世界美
食之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城市文化和
魅力，为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拥有丰富厚重的胶东文化，是鲁菜发
源地和厨师之乡。在烟台，最有名的还是
蓬莱八仙宴。鱼鲜的便利为其提供了大量
鲜美的食材。蓬莱有“八仙过海”传说，
以此为据，1989年蓬莱宾馆厨师新创“八
仙宴”，以大虾、海参、扇贝、海蟹、红
螺、真绸等海珍品为主要原料，由8个拼
盘、8个热菜和1个热汤组成。拼盘制作仿
照八仙过海使用的宝物拼成图案，造型生
动别致，工艺精巧，盘盘都有神话典故，
不仅味道鲜美，还可观赏助兴。

日前，通过全省征集、初选推荐、美
食探店、大众评选、专家评审、综合评分
等环节的层层筛选，“山东好味道”100种
山东特色美食名单出炉。与此同时，“山

东好味道”微信小程序也已上线运行，并
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对山东100种特色美食
进行了集中展示和宣传。山东人无限的创
造力在美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牡丹之乡，菏泽拥有中国牡丹
园、曹州牡丹园两大欣赏牡丹的佳地，牡
丹宴也设计独特，由富贵中华、丹皮烧甲
鱼、贵妃出浴、金龙卧花池等高档菜品组
成。以牡丹花瓣、花籽、花粉等为原料，
每道菜的菜名都是古人吟咏牡丹的诗句，
席间伴以古筝演奏、歌舞表演，赋予牡丹宴
深厚的文化内涵。宴席中包罗的是经久不
衰的美味，既有菏泽传统的民间小吃，又有
引领餐饮发展的时尚菜品。牡丹的富贵华
丽，是人们对于美食佳肴的不断追求与改
善，也是展示地方特色和文化的最好方式。

而在智圣诸葛亮的故乡沂南，有着深
厚的诸葛文化根基。智圣汤泉旅游度假村
以此为灵感，推出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文

化宴——— “智圣宴”。其中“草船借箭”
“卧龙岗”“火烧赤壁”等菜品都是依据
典故开发的创意文化菜。

“草船借箭”菜如其名，外形就是一
艘古朴的木船，船的上头是用炸虾加炸蝎
子做成的一支支“箭”，船的底部还放着
干冰，用来制造大雾中朦胧的氛围；孔明
酥卷是馓子、芝麻盐再配上新鲜的青菜制
作成的一道小菜；“火烧赤壁”则是用蛋
糕做的城墙，鹅卵石上的牛肉着着火焰，
十分形象。

在山东，除了大快朵颐美食，前往景
区自己寻找食材也是有趣的体验。位于日
照的刘家湾赶海园具有独特的滩平沙细、
泥沙混合的海滩特征，纵深3公里海岸
线，是一个天然的赶海场地，盛产竹蛏、
文蛤、马蹄蟹等40余种贝类和蟹类。游客
来到这里赶海，带上工具，走上海滩，不
一会儿就能收获满满。

寿光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则是另一番风
景，五色土广场、观光菜圃、瓜果长廊、
草桥观瀑、四季广场、农圣广场、农耕文
化广场、寒桥月色等景点大有看头。蔬菜
之外，柿子、银杏、文冠果、石榴、杏、
梨、木瓜等特色林果一样不少，游客在观
赏的同时，可体验品尝、采摘乐趣。

不光是吃，品酒同样不能少。冬天来
山东，不妨去青岛葡萄酒博物馆和烟台张
裕卡斯特酒庄边玩边品尝美酒。

在葡萄酒世界里自由行走，馥郁酒香
萦绕鼻尖，随即开始的是一场美妙盎然的
芳香之旅。以葡萄酒为主题，博物馆和酒
庄都追溯了葡萄酒的起源和历史，集旅
游、观光、休闲于一体，展现了葡萄酒的
文化与品质，真实再现葡萄从种植到酿造
成美酒的全过程及工艺流程。而在设置的
酒吧区，游客可以点上一杯葡萄酒，静静
品味冬藏之美。

新潮鲁菜，品味冬藏之美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节庆活动迎新年

□ 本报记者 刘英

2019年，山东省与日本和歌山县缔结友
好省州关系35周年。在两省县高端互访中，
双方进一步深化旅游领域交流合作，达成
“吸引更多山东居民游览和歌山”的共识。
2020年，两地将携手共同开发满足山东居民
出境旅游需求的线路产品，共同研讨宣传推
广计划。新年前夕，受和歌山县政府之邀，
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济南、青岛旅行商精英
与主流媒体记者一行，重点考察和歌山的世
界遗产、休闲度假、工业旅游等产品，探究
当地冬季旅游热点与卖点，一路见闻，不乏
我省旅游业界借鉴之道。

景区体验尊崇“古意”追求极致。拥有
800多年历史的熊野古道，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已经15年，是和歌山重点推荐的天然徒
步与禅修之旅。最佳线路从熊野那智山口进
入，在巨树密布的林间，沿途可见大大小小
无数神龛，各式各样、或新或旧的菩萨雕

像，与山水互相依偎，无论是在密林之间，
还是神社之中，仍然完好保存着源远流长的
灵山传统，每一处导览牌和休息区，都设计
得恰到好处。对于看不懂日文的游客来说，
地图是景区最实用的导航。熊野古道的寺庙
导览图，有很丰富的细节设计，既包含位置
信息，还会标注到各个关键节点比如禅修时
刻的信息，层级表现结构清晰，让游客对景
区相关景点和公共设施有一个真实参照，信
息一目了然。在古道入口处，游客还可以身
着古代朝圣礼服步入深林，体验一次古往今
来的穿越。

无处不在的吉祥物文化。在和歌山，无
论你在景点、酒店、餐厅或是高速服务区，
各种售卖旅游商品、伴手礼和文创纪念品的
商铺、店铺、摊位，几乎是见缝插针，无处
不在。这些商铺，除了统一标价售卖和歌山
的土特产，最大的不同就是出售具有个性吉
祥物文化的创意产品。据了解，日本47个都
道府县都有属于自己的吉祥物，记者此行和

歌山所到的每个酒店、每个旅游景点，都有
为其代言的吉祥物。猫、海龟、乌鸦、大
树、青梅、金枪鱼，经过细致的设计，化作
可爱“萌宠”，飞身到徽章、明信片、伴手
礼上，每个细节都代表了当地的一种文化、
土产或风光，让人爱不释手。据不完全统
计，日本有超过3000个吉祥物，其中知名度
最高的熊本熊，从2010年诞生以来，“带
货”业绩已经超过85亿元人民币，成为旅游
产品营销的吸金宠物。

熊猫见证交流互鉴友谊。熊猫在和歌山
人气极高，和歌山县的旅游形象大使是一只
叫做“wakapan”的卡通熊猫，“wakapan”
取自日语的和歌山（wakayama）和熊猫的
英文panda。23年前，和歌山县的白滨动物
园与成都动物园就联手繁育熊猫达成了协
议，并且开展了合作项目。在成都饲养员的
指导下，和歌山县开发出了全新的熊猫饲育
理念——— 尽量用母乳喂养小熊猫。虽然这一
过程十分艰辛，但是在和歌山长大的熊猫都

十分善于哺育下一代。相比之下，用人工手
段养大的熊猫就不太容易生儿育女，而从白
滨回到中国的8只熊猫却非常能生。我们在
和歌山随处可见的熊猫标识和玩偶，不仅是
热卖的伴手礼，也是中日交流互鉴的友谊印
记。

此行和歌山，记者感受最深的还是日本
旅游从业者的服务态度，笑容不可或缺，只
要顾客路过服务人员身旁，他们都会鞠躬打
招呼，不论在哪里，都是微笑服务，哪怕很
琐碎的小问题，都会非常热情地告诉你，发
自内心的解决客人的问题。购物时，一个简
单的购物袋、一个包装，都透露出定制包装
的特性。而且，为避免相同礼物包装后看不
到内容难以区分，商家通常都会提供不同颜
色的丝带和白色的圆点贴标来区分。业内人
士表示，虽然我们在文化与生活方式上与日
本存在差异，不必全部照搬，但我们的旅游
服务至少应该提供中华文化倡导的最为人性
化的服务，尽心而为。

冬游和歌山，感受文明互鉴魅力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9年12月28日，济南地铁3号线正式进入

初期运营。当天下午2点，在3号线奥体中心站，泉城文旅互
动体验活动也在火热进行，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与济南轨道
交通集团共同打造的“济南文旅地铁推广中心”正式揭牌。

据了解，“济南文旅地铁推广中心”将以3号线各个站
点的问询处为推广载体，兼具济南文化旅游咨询服务功能，
不仅配放济南文化旅游宣传二维码立牌和旅游地图，还将在
地铁站的一线运营服务人员中培养泉城文旅推广志愿者，共
同为济南代言，讲好这座千年古城的故事，有效提升济南旅
游目的地形象。

此外，在3号线奥体中心站站厅层还举行了一场丰富多
彩的泉城文旅互动体验活动，上百件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
老济南传统手工艺和特色商品，还有精彩的山东快书表演，
让过往的地铁乘客真切感受到久违的济南“老味道”。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20年淄博市临淄区首届年货大集将于1

月16日-20日（农历腊月二十二至二十六）在临淄齐文化博
物馆举办。

据了解，年货大集会场以齐文化博物馆北广场为中心
点，设立150个固定展销摊位和若干零散摊位，设置汽车展
销区、特色小吃区、民俗文化区、儿童游乐区，打造120平
方米大主席台及20多个广告位，力争把首届年货大集办成有
规模、有影响、有效益、服务佳、最省钱、具有浓郁山东特
色的年货购物节，充分体现齐文化旅游区的经济价值和知名
度。同时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年货的需求，集中展示淄博当
地名优特产，为企业提供产品展示平台。

□记者 于新悦 通讯员 石薪 报道
本报费县讯 近日，以“在路上”为主题的鲁商沂蒙山

银座天蒙旅游区2019年答谢年会暨2020年旅游商品推介会在
费县大田庄国际度假酒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合作旅
行社、OTA电商、新闻媒体代表等近200人参加了年会，共
叙友情、同谋发展。

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天蒙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爱军畅谈景区2019年发展成就，并
对2020年工作进行展望；景区工作人员进行2020年产品推介
并公布优惠政策，景区推出的红色教育主题线路和研学教育
产品深受合作商欢迎。

年会上，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向优秀合作伙伴颁发不
同奖项，并期待来年更好合作。

养胃篇②

“济南文旅地铁推广中心”

揭牌

临淄区首届年货大集

将于1月16日举办

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

深耕红色和研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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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新年伊始，来自飞猪旅行的年度报告显

示，在旅游消费上，不同区域、性别、年龄的消费者呈现出
显著的偏好差异。北京、上海、广州仍是最受欢迎的国内旅
游目的地。00后偏爱出境游，人次同比增幅近200%。

报告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之间，存在明显的
旅游偏好差异。其中，80后是亲子游主力军，在全球各地旅
行的分布相对平均；90后最爱海岛旅游，马尔代夫和毛里求
斯最受90后欢迎；00后普遍在念书阶段，出境以留学或游学
为主，英国、美国、澳洲等是主要目的地。不过，00后的出
境群体正快速扩大，出境游人次同比增幅近200%，喜欢购买
主题乐园门票和境外一日游。从消费金额来看，60后“银发
族”的旅游消费是00后的3倍，他们更追求心灵和身体的双
重放松。

同时，2019年，女性仍然是旅行主力军，超六成旅行由
女性主导，男性更爱探索新兴小众目的地。比如，选择孟加
拉国、沙特阿拉伯、吉尔吉斯斯坦、尼日利亚等地旅游的消
费者中，男性占比均超过60%。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鼠年春节未到，澳门旅游已登上出境游热

搜排行。2019年全年，澳门出入境总人次及入境旅客量均创
新高，各口岸共录得1 . 94亿人次出入境，比2018年的1 . 79亿
人次增加了约9%，连续增长7年。

澳门官方数据显示，澳门2019年全年录得超过3940万旅
客，比2018年的3580万上升约10%。赴澳门旅客中，中国内
地旅客数量拔得头筹，约有2800万人次，其次为中国香港及
中国台湾地区旅客。此外，澳门2019年排名较为靠前的旅客
客源国有韩国、菲律宾、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印尼、泰
国、印度、新加坡及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6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门票面向中国

大陆地区公众的第三轮销售正式启动。本轮销售将继续采取
限制性申购模式，公众可通过凯撒旅游官网奥运频道、凯撒
旅游APP和微信小程序的奥运专区三端进行预约。

据介绍，此次申购对象包括女排、跳水、乒乓球、羽毛
球等中国队优势项目的决赛热门场次，以及观众喜爱及观赏
性高的男篮、田径、体操、网球等赛事，另外还有小众追捧
的滑板、攀岩等多个新兴比赛项目。申购于2020年2月7日17:
00结束后，将根据比赛场次进行统一抽签分配，中签的公众
通过线上支付即可完成门票的申购。

00后出境游人次激增

澳门成为春节出境游

热门目的地

东京奥运会门票

第三轮销售启动

“孔明酥卷” “草船借箭”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2019年12月31日，兰陵县压油沟景区举办丰年大会迎接新年。龙狮贺岁、麒麟献瑞、抬阁背阁、非遗浪跷、高跷年兽等民俗演艺为

游客献上了热闹、有年味的跨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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