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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植植文文化化资资源源优优势势

助助力力潍潍坊坊文文旅旅融融合合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陈润 王月华

道承齐鲁、襟连海岱，地处山东半岛西部的潍坊是一
座钟灵毓秀的历史文化名城。从东夷文化核心区域到齐文
化腹地，再到明清时期的文学重镇，这里8000多年的文明
史孕育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除却彼时俊采星
驰，更为潍坊留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艺术财富。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资源和自然资源，近年来潍
坊以文旅融合为指引，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
促旅、以旅彰文”思路推动文化和旅游工作全方位、全链
条深度融合，文化旅游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更
成为潍坊高品质城市建设的有力抓手。

文旅融合，实现1+1>2裂变效应

现代人多爱品茗，潍坊就是一座需要细细品味的城
市。潍水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留下太多可感可观的物质
文化遗产：据统计，潍坊现有不可移动文物4099处，其中
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保22处、省保153处、市保256处、县
保1113处，有各级各类博物馆56家，其中国有博物馆17
家，非国有博物馆39家，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各2家，
国有馆藏51 . 9万件（套），是目前全国唯一拥有两家综合
类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地级市。

这与潍坊市近年来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密
切相关，而就在2019年12月，这项文化传承保护工作开启
新阶段：以保护潍坊境内与潍水文化相关的非遗、历史遗
迹及自然生态等为核心的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正式
获批，成为山东唯一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区
内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16项，省级代表性项目72项，市级代表性项目427
项。拥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处，省级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6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
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7个。

保护区涵盖潍坊市行政区域全境，对潍水文化及其生
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田素英
介绍，建设保护区就是要构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生
态保护和谐共存的空间——— 这也就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要
更好融合于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建设，“不
是将其变成静态的博物馆，而是让文物‘活’起来，让尘
封已久的传统技艺重新焕发代代相传的生机，给“小众”
文化一个成为“大众”文化的舞台”。

与此相关的探索在保护区获批之前已开始尝试，并逐
渐形成一项个性鲜明但富有成效的非遗保护工作机制模
式：投资3000多万元的十笏园非遗空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核心元素，集保护、传承、交流、展示、传承、研学、
培训等功能一体，为强化该空间聚集效能，互联网电商、
新媒体互动直播平台等被引入其中。2019年7月，潍坊市推
出“十笏园非遗空间——— 潍水非遗合伙人计划”，将利用
3年时间扶持30个非遗项目IP，培养300万粉丝，增加1500万
元收入，实现1亿次网络曝光量，助力潍水非遗IP实现参与
式、互动性、流量化发展。去年8月开馆，仅一年时间，
非遗空间已开展各类研学、传习200余场，累计参与游客30
万余人，累计带动消费1000余万元。

聚焦文旅高质量融合，潍坊还进行了多项创新性探
索。作为渤海走廊中心的昌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生
命线”，红色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也留下诸多见证那段斑
驳岁月的革命文物，近年来当地通过打造红色文旅小镇加
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所规划的多条红色精品旅游路
线成为全域旅游发展的新亮点：以渤海走廊党性教育基地
为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接待市内外培训团体、研学团
队2800多批次，20多万人次开展现场教学和参观学习。在
保护现有文物资源、挖掘整合红色资源的基础上，昌邑还
创新“众筹”模式，让革命文物展馆建设成为群众“自
己”的工程，提升革命文物旅游的可持续性。几年下来，
红色文旅资源聚点成线，连片构建，就在今年6月，昌邑
入选全国第二批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潍坊坊子德日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
来，通过加大文旅融合力度，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赢”。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运营5年来，累计接待游
客158万人次，被评为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坊子德日
建筑群德建军官别墅区为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油画院写生基地、山东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山东十大影视拍摄基地。

潍坊的实践显示，文旅融合之“融”并非简单
相加，而是要在“融”之中实现优势互补，产
生1+1>2的裂变效应。这也成为当地提升景区

质量的抓手：参照上述思路，潍坊正对全
市景区开启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一

方面以文旅融合催生新景区，一方面做好传统景区提质升
级：今年潍坊市新评定4家3A景区，但撤销质量等级的景
区却达到10家，这种力度在省内文旅产业是空前的。

文旅项目，补短板挖掘新动能

大项目建设是产业发展的后劲支撑，也是补短板、加
速动能转换的有力举措。当前潍坊市文化旅游以重点项目
建设为突破口，整合资源、开拓市场，旅游市场呈现出良
好发展态势：2019年，全市共接待游客总人数8240 . 11万人
次，增长 8 . 6 1%，实现旅游总收入 9 1 7 . 6 1亿元，增长
12 . 32%。

但实际上，多年来文旅大项目建设一直是潍坊文旅较
为薄弱的环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让这项工作的
开展雪上加霜。潍坊文旅于危机中觅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的韧劲这时充分展现出来：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全市范
围组织实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双十工程”，规划利用3
年时间，在全市打造十大文化旅游集团、提升十大文化旅
游景区。纳入“双十工程”范围的文化旅游集团和景区，
每家可获得15万元一次性补助，新获评的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和国家5A景区则将给予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此举有力提振企业破困局、谋发展的信心。推动“双
十工程”的过程中，潍坊文旅局又从企业最头疼的各种要
素保障入手，推动项目深入对接、提供项目贷款、参与建
设研讨、申报示范项目……文旅企业发展“动能”进一步
得到激活。

目前，“双十工程”已全面铺开，效应逐步释放。这从
文化旅游企业的改革创新情况就可见一斑。潍坊滨海旅游集
团吹响综合改革冲锋号，创新机制体制，加快迈上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改革后的旅游集团逐步扭亏止损、实
现盈利。金宝集团响应“双十工程”号召，调整思路、整合
资源、优化改革，6月15日，在潍坊金宝旅游集团的基础
上，组建成立潍坊金宝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打造更具市场竞
争力的市场主体，形成发展新合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化、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此外，潍坊市城投集团旗下由富
华大酒店、富华游乐园、白浪河湿地组成的文旅板块经过重
现打造后，也焕发出勃勃生机，竞争力明显增强。

潍坊市文旅大项目的打造赋予文旅产业发展的强力新
动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潍坊市文旅在各市中
实现由跟跑到领先的蜕变。

文旅消费，惠民旅游成动力引擎

文旅惠民可以通过文旅补贴提升群众休闲质量，同时
又能为文旅市场发展提供原动力。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如何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热情、潜力，提升群众文化
生活满意度，潍坊屡出新招。

4月27日，潍坊市举办第四届潍坊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
季，开展“周末免费游潍坊”“暑期亲子免费游”等活动，
发放240万元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和450万元旅游定向券，
吸引外地过夜游客、鼓励本地市民旅游消费。同时为拉动非
遗市场、演出市场和电影市场，分别发放非遗定向券60万
元、演出定向券10万元、电影定向券100万元。截至目前，举
办主题活动795个，参与人次258 . 58万，参与惠民消费季企业
271家，景区和旅行社72家，已发放消费券649 . 84万元，直接
带动消费1963 . 58万元，间接带动消费2 . 1亿元。

文旅产业探索夜间模式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为进一步
助力旅游市场恢复，潍坊市成立了文旅产业、夜间经济发
展专班，推出“夜享风筝都”品牌，加快推动全市28个重
点夜间经济项目建设，新建夜间经济项目16个，改造升级
项目12个，总投资额230亿元，在全市初步形成以泰华城、
十笏园文化街区等为代表的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

这当中，由金宝集团打造的“金宝星夜”项目成为当
地夜经济的标杆，高科技+现代感+传统文化，三者相融辟
出一条夜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8月1日，项目正式启动，
花车巡游、雾森走廊、水幕电影……带给人沉浸式的美感
享受，体验星空与灯光，魔幻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夜游盛
宴，项目启幕当天，游园人数就突破1 . 5万人，现在，平均
月接待游客量达50万人次。金宝乐园还进一步通过开通夜
经济专线、“金宝星夜”品牌推介、举办旅行社踩线及网
络直播活动等，扩大项目影响力。文旅惠民消费期间，金
宝乐园共计使用潍坊文旅发放的惠民消费券1万余张。

走进首批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青州，游客则会发现
这里的夜间旅游项目正呈现规模化发展态势，有了形成特
色游线的良好基础。打造“夜游古城”项目，通过点亮滨
河步道打造“夜游南阳河”项目，在龙潭湖水上公园打造
露营地项目和“夜游云门山”项目，在黄花溪女儿泉景点
打造“夜游黄花溪”项目。同时，整合九龙峪温泉酒店、
房车营地、桐峪里民宿、九龙峪大酒店灯光资源，推进房
车营地广场舞台建设，打造“夜游九龙峪”项目，夜间旅

游产品实现不断翻新。
重整改造后的潍坊富华游乐园也实现凤凰涅槃，暑期

推出的夜场特惠游园已成为众多潍坊市民消夏避暑、游
玩项目和美食体验的好去处，游客量已经基本接近
去年的水平。

从全省夜经济发展的规模、态势、市民参
与度和经济拉动作用看，潍坊市无疑走在了
全省的前列。

文旅扶贫，授之以渔共享发展

疫情期间，高密市的一家柳编加工厂
正常运作，老手艺焕发出不同寻常的生
机。这家柳编加工厂的负责人是高密非物
质文化遗产柳编工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禚元
兴，他一方面改进传统工艺，一方面让非遗
搭上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快车。目前，厂内从事
柳编技艺的员工达到60多人，辐射周围多个村
庄，助力两个贫困家庭脱贫。去年禚元兴柳编厂制
作的柳编产品达80多万个，实现交易额300多万元，成为
附近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同样以传统手工艺品脱贫致富的还有临朐县刘岳清。16
年前刘岳清因工残疾，数次求职和创业失败后，他开始跟着
父亲学习手工箅子制作，并在传统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现
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箅子的制作，刘岳清不仅自己
过上了好日子，还利用这一技能带动全村实现脱贫，带动残
疾人和困难家庭就业，培养了姚兴红、孙波等10多位手艺
人，通过自媒体宣传手工制作累计培训500多人。

禚元兴、刘岳清个人的奋斗史背后，有潍坊市探索利
用“非遗+”推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今年，潍坊市文化
和旅游局又规划在金宝南屯建立金宝南屯小镇非遗园，目
前已经建成样板，茧绸、仿古铜等部分项目入驻。这里还
将建立全国首个残疾人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越来越多残
疾群众以传统手艺增收奔小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之年，依托丰厚的非遗、文物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授
之以渔”。在景区等级质量评定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发展具
有文化资源优势的乡村旅游更是提升旅游增量的一条有效路
径。2018年潍坊市开始创建景区村庄，推进有资源、有条件
的村庄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服务内容，使其核心景观可以达
到A级景区的标准。去年潍坊市验收乡村景区69个，今年预
计总数会超过100个。临朐县隐士村就是其中的典型。过去
的隐士村村民以种植粮食、柿子树谋生，近几年借助发展全
域旅游的东风，隐士村开始借助绿水青山这一宝贵财富，把
握“以柿文化为中心，重点发展生态休闲、静修居
住、高端度假等旅游业态”的发展思路，建设精
品民宿、土特产超市、农家乐等。一个原有的
省定贫困村成为乡村旅游知名村。

据介绍，为实现乡村旅游发展“聚合效
应”，潍坊正围绕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
验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休闲农业，打造
“乐在田园”都市休闲农业品牌，东篱田
园、秘境本草、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一大批近
郊休闲游项目被纳入推荐范围，成为市民近
郊休闲的好去处。以此为基础，潍坊将乡村
旅游拓展至镇域为单元的新层面，在前期已推
荐7个精品小镇的基础上，又培育诸城常山绿谷小
镇、寿光蔬菜小镇、青州花卉小镇、临朐薰衣草小镇
等创建山东省精品文化旅游小镇。今年文旅部和国家发改委
评选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潍坊有寒亭区西杨家埠
村等4个村入选，在全省排在第二。

花开满地来时路。“非遗扶贫”树立标杆，“夜间经
济”力争先进，“村庄景区化改造”创新模式，“齐鲁文
化(潍坊)生态区保护”成为样板……在文旅融合发展中谋
定而后动，潍坊探索出一条依托独有历史文化和优越自然
景观的文化旅游发展特色道路。

遥看前景更催人。如今潍坊正进一步厚植文化旅游优
势，锚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发力，向着打造现代化高
品质城市再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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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学期第一课，在十笏园非遗空间举行开笔礼仪式
②“溯源文旅融合，寻梦文化青州”文化惠游客演出
③“我的假期红起来”——— 昌邑义工联合会组织学生参观
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
④第四届潍坊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周末免费游潍坊”
活动于5月18日在金宝乐园启动
⑤暑期学生在十笏园非遗空间陶艺坊现场体验
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举行开馆揭牌仪式
⑦网红打卡地诸城市蔡家沟村成功举办草坪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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