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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风模仿到消化吸收，到创新自成体
系，中国主题乐园行业也正在走中国工业体系
曾经走的路。市场也有不落俗套者，泰安太阳
部落景区作为中国知名的特大型文化主题公
园，将中国史前文化与现代游乐完美融合，跳
出跟风与模仿的窠臼，走出一条以文化为引
领、将文旅融合进行到底的独特发展之路。好
景区门票价格不一定高高在上，泰安太阳部落
景区撕下特大型主题(公园)乐园必然是高票价的
标签，全力响应国家旅游惠民号召，从现在到
2020年底，门票实行60元特惠(景区原票价180
元)。引领文旅融合加上旅游惠民，让泰安太阳
部落景区在旅游市场深受游客欢迎，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暑期游客接待量取得了跟去
年同期持平的好成绩。

领先半拍 引领文旅融合

为充分挖掘旅游新动能、促进旅游行业转
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国家从2019年开始在全国
大力推行文旅融合，力争让文化成为旅游发展
的不竭动力。泰安太阳部落景区从2013年开业
时起，一直在践行着文旅融合，将史前文化与
现代游乐结合，比国家大力提倡的文旅融合整
整提前7年。正是由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敏锐和
嗅觉，当一些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部门为文旅
融合大伤脑筋时，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已在文旅

融合的康庄大道上欢快奔驰，取得了年年游客
过百万的佳绩。

谈到文旅融合，泰安太阳部落景区负责人
孔祥海谈到：“文化是旅游动力之源，是旅游
的内涵和核心，文化可让旅游保持恒久竞争力
和生命力，旅游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途
径。以主题乐园为例，中国本土主题乐园与国
外知名主题乐园相比，最核心、最有竞争力的
卖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赋予中国本土主
题乐园底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跟外来
巨无霸竞争。”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从主题定位、景区布局、
项目设计、市场推广等方面都体现中国史前文化
元素，游客来景区仿佛穿越到史前社会。泰安太
阳部落景区女娲飞天球形影院、山洪暴发实景剧
(史前水神和火神的旷古大战)、水龙王(超级版激
流勇进)、远古大战、生命烈火4D影院、文明之
光、共工的愤怒(升级版巨型波浪翻滚)等项目都
有深厚的史前文化内涵，游客在体验项目时，能
再次了解和学习中国史前文化。

目前，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已成为山东省知
名研学教育基地、史前文化学习基地，其文旅
融合的经营理念深受国内同行的追捧，已成为
文旅融合的样板。

不忘初心 以文旅融合带动乡村振兴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开业7年来，不忘初心，
强化文化自信，一直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己任，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
在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广场销售土特产的李

大爷心满意足地告诉笔者:“太阳部落景区开业
后，我的几个子女都在景区上班，一个月有好
几千的工资，自家种的小米、核桃、地瓜也不
愁卖，游客很喜欢这些东西，现在日子比以前
好多了。”目前，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已经形
成以太阳部落为核心，以天乐城水世界、天颐
湖旅游区为支点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给当地村
民提供上千个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特色农产品
销售、特色餐饮、民宿住宿等旅游业务迅速发
展，真真正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量。

孔祥海告诉笔者 :“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
时，一定要兼顾社会效益，这是一个企业的责
任和义务。太阳部落的企业责任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个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游客
体验项目的过程也是了解和再学习中国史前文
化的过程，可以说，在太阳部落游玩，能让游
客认知中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另一个是
带动当地老百姓致富，通过旅游产业发展来振
兴乡村，带动乡村民宿接待、特色餐饮和有机
农产品销售升级。”

惠民旅游 以平价迎接八方游客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作为中国首家展现史前
文明的特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响应国家降低票
价、大力开展旅游惠民的号召，高举惠民旅游
大旗，一直将满足更广泛游客需求作为景区发

展的动力。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在执行60元/人
的新价格同时，继续推行购全票(180元/人)加
100元可全年无限次畅游景区的年票活动，全
国大型文化主题公园(乐园)推行如此力度的年
票政策，在山东省尚属首次。孔祥海认为，大
型文化主题公园 (乐园 )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
时，不能忽视自己的社会职能和责任，让最广
泛游客群体走入景区，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和
畅快是景区应尽的社会责任。孔祥海还提到，
景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过于依赖门票收入，要
以满足游客旅游需求为己任，丰富景区内旅游
业态，多增加益智、好玩的体验项目，提升旅
游纪念品、特色美食和整体环境的档次和规
模。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从2013年开业算起，泰安太阳部落景区
每年都搞一次大型、覆盖面广的惠民旅游活
动，如国庆游太阳部落中苹果手机、暑期半价
游等活动。2015年暑期惠民旅游活动曾在当年8
月份创下单月旅游收入过千万元的新纪录，也
曾在12月创下淡季一个月30万游客量的单月最
高接待量。这些惠民活动让泰安太阳部落景区
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也充分体现了景区的
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一手抓文旅融合，一手
抓旅游惠民，一直在引领着文旅融合和旅游惠
民消费潮流，深受市场欢迎也是水到渠成的
事。在接下来的十一黄金周，我们对泰安太阳
部落景区的表现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精品不一定高消费，60元畅游特大型文化主题公园

太阳部落：引领文旅融合，推动旅游惠民

①洪荒漂流
②山洪暴发实景剧
③水龙王(超级版激流勇进）
④共工的愤怒(升级版波浪翻滚)
⑤远古大战(全国首台360度双曲幕轨道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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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活活记记忆忆 跨跨界界融融合合

青青州州市市开开辟辟资资源源均均衡衡型型城城市市文文化化旅旅游游融融合合发发展展之之路路
□杨爱东

青州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古九州之
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面山负
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美誉，拥有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等50多项国家级荣誉。近年
来，青州市坚持以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
市”为目标，按照“文旅融合、城景合一、主
客共享”思路，创新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体
系，加强资源保护利用，完善公共服务和产品
供给，着力让历史遗存活化，使散落的文化和
旅游资源实现从“休眠”到“唤醒”的转型发
展，走出一条以“激活记忆 跨界融合”为突
出特点的资源均衡型城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
点石成金之路。

政策扶持 引领文旅融合方向

青州历届党委、政府多年来一以贯之，坚
持“用文化引领和发展旅游，用旅游传播和弘
扬文化”，突出政策引导，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工作迈上新台阶。相继出台《青州市关
于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青州市关
于进一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等文件，
以顶层设计引领文旅融合的发展方向。设立1000
万元的年度旅游专项发展基金、1100万元的年度
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基金，对重点项目和企业进
行重点扶持、重点奖励，撬动工商资本“上山
下乡”，中晨集团、合展集团、蓝城集团等企
业纷纷进入青州文化旅游市场；创新实施“文
化旅游+”金融信贷模式，鼓励支持本土企业转
型发展旅游业、本地居民以土地或产权入股等

方式参与旅游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500余家本地企业、商户成功转型；全市发展乡
村旅游合作社30余家，实现旅游就业14 . 3万人
次。

培育项目 完善文旅融合供给

青州市树立“文旅+”“+文旅”理念，依
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域文化资
源，着力打造文化旅游精品。整合青州古城、
云门山、博物馆资源，倾力打造的青州古城旅
游区，成功创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青
州全域旅游的龙头。总投资10亿元的博物馆新
馆启动建设，建成欧阳修纪念馆、李成纪念馆
等历史文化名人展馆。加快推进西部青州文化
博览园、中部古城、东部中晨国际文化艺术小
镇三大文化旅游片区建设，青州作为全省、全
国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更加鲜明。加快
推进村庄景区化建设，25个村庄创建为A级景区
村庄，井塘村、胡林古村等获评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推动文化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及体
育、教育、生态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培育特
色小镇6个、田园综合体2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30个、旅游综合体10个、乡村旅游集群片区5
个。

丰富业态 提升文旅融合内涵

创新打造“溯源文旅融合 寻梦文化青
州”1+N文化旅游演艺项目，景区内多处露天戏
台常态化开展演出。打造“夜游青州”品牌，
建设“夜游古城”“夜游云驼”等六大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成为拉动夜间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依托古城5A级景区，引进各类传习坊(所)
及文化创意店铺打造非遗集聚区，入选山东省

第一批“文化创意集市”创建单位，“文旅结
合、传保并重”的非遗传承保护模式被山东省
政府授予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古城内入驻
800多家业态多样的店铺，4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常态化展演，被评为“中国最美文化旅游目
的地”。发展壮大书画产业，全市现有画廊860
余家，书画从业人员5 . 5万人，每年举办各类书
画展览1100多场，来青写生创作交流的书画家
5600余人、参加展览的书画家3000余人，业界有
“中国书画看山东，山东书画看青州”的美
誉。加大文创产品开发力度，形成文物仿制
品、非遗产品、特色文化衍生品等多个产品序
列，在首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
赛中，青州市选送的“龙兴之饰”“古音砚”
获实物商品类铜奖，“金榜题名·时”获实物商
品类优秀奖。

优化服务 夯实文旅融合基础

推进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投资1000多
万元的东部新城城市书房和西部南湖书院建成运
营，高标准打造3个潍坊市级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机构融合试点。推进公共图书服务进景区、进民
宿、进酒店，打造“云门引”民宿书舍、杏花村
景区书舍等5处旅游书吧。推进非遗元素融入旅游
项目，打造非遗与旅游融合“十大平台”。高标
准推进城区主次干道提质改造和西南山区旅游路
网建设，构建“对外大通畅、对内大循环、景区
大连接”的交通格局。建成覆盖全市的旅游标识
导引系统和分布合理的游客服务中心、集散中
心，修建生态停车场50多个，通达A级景区道路
全部达到2级以上公路标准，通达乡村旅游点道路
全部达到等级公路标准，铺设旅游绿道400多公
里，建成精品民宿41家，全市具备旅游接待能力
酒店达到300多家。

打造品牌 激发文旅融合活力

牢筑全媒体宣传推广阵地，搭建微博、微信
公众号、百度百家号、今日头条号、抖音号等宣
传载体，开展立体式、多层次、常态化宣传推
介。依托八喜旅游网，搭建O2O电商服务平台，
整合省内1078家旅行社资源，精准实施产品包装
定位及全方位线上展销，成为全国首家以乡村旅
游推广为主题的新型旅游电商平台、山东省唯一
指定的乡村旅游电商暨综合服务平台。打造区域
性高端品牌节会，每年举办“翰墨青州·中国书
画年会”“中国(青州)国际文化艺术品博览会”
“中国青州花卉博览交易会”“古城青州过大
年”“青州收藏文化艺术节”等节会活动，每年
吸引国内外2000多家旅行社、媒体采风团来青考
察采风，青州文化旅游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
升。青州市获评“2019中国有影响力的全域旅游
示范区”，“激活记忆 跨界融合”的文旅融合
模式获评“2019中国文化和旅游推广创新优秀案
例”，青州古城获评“2019中国文旅融合示范景
区”，9个产品入选山东“六好”优质文化和旅游
产品名录。

文旅融出新天地，且以诗意共远方。在青
州，文化和旅游的叠加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源头活水，让青州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自
信满满、越走越宽广……

①“溯源文旅融合 寻梦文化青州”文化惠游
客文艺演出
②中晨国际文化艺术小镇
③云门春水上大舞台 □丁立瀛 摄影
④青州非遗大课堂
⑤文化和旅游商品进景区
⑥夥巷小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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