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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

一年一度秋风劲，又到金秋出游时。
随着“十一”黄金周临近，山东省内众多
古城成为游客选择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据
粗略统计，山东省内已开业或正在建设中
的古城(古镇)多达30余家，众多古城的经
营冰火两重天，有的古城游客摩肩接踵，
驶入良性发展快车道；有的古城则门可罗
雀，步履维艰。旅游营销专家、山东大地
旅游策划负责人张晓国这样形容当下的古
城旅游：古城是游客与历史文化对话的载
体，做得好是一座对话历史的桥，做不好
就成为横在游客与历史文化之间的一堵
墙。

精准的定位和精细的打造

决定着古城的基因

张晓国认为，何谓古城？古者，说的
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古城内要有触摸历史
的元素和载体，要充溢着历史文化的气
息；城者，聚人之地也，城内要有人气、
有活力、充满生气。“古”与“城”结
合，就是有独特历史文化内涵和载体的、
能与历史文化对话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游客聚集地。

经过调研发现，真正在旅游市场成功
的古城、古镇并不多。那么，为什么各地
还要纷纷上马、乐此不疲呢？

“这充分反映了当下在文旅投资和建
设过程中创意的匮乏，发展文旅产业抓手
不足。而开发古城好处是，它本身就是既
承载着历史又对话着当代。在历史的长河
沉淀下，不同的地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
文化，这就有了天然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这就为当代人提供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体验场景的天然载体，在不同地域文化的
历史载体中寻求当代人旅游需求的差异
化、个性化，要比完全凭空创意的所谓现
代时尚显得更容易、更省事。”张晓国在
谈到时下古城开发热潮时如是说。其实，
一个古城旅游的开发需要经过市场调研、
市场定位、文化挖掘、策划创意、规划设
计、建设打造、运营谋划、市场推广等各

个环节，要想成功，每个环节都需下足功
夫，都需拿出工匠精神进行精雕细琢。

作为全省唯一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青
州古城，在充分尊重历史文化和当地民俗
民情的前提下，聘请国内高水平规划团队
进行规划，突出地域特色，进行保护性开
发，各个环节都力求精益求精，在推向市
场后深受游客欢迎，连续6年荣膺“5A级
景区100强”称号。

台儿庄古城遵循“留古、复古、扬
古、用古”建设原则，把文化融入有形建
筑，在施工上精耕细作，打造“二战名
城、运河古城、中华水上古城、国际慢
城”综合品牌形象，以山东省第一、全国
第三的总成绩入选“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
力指数排行榜”。

成功的例子让人欢喜，但失败的例子
更是不少。许多地方进行调研规划时浮皮
潦草、建设施工时粗制滥造，古城建成后
迅速陷入“空城”窠臼的怪圈，几个亿乃
至几十个亿的资金投入打了水漂。在国内
及省内这样的失败的古城不在少数。

科学的模式和丰富的业态

决定着古城的生命

到古城游玩，游客会发现有的古城有
原住民，他们利用自己的房子做小生意或
只是在自己的老宅里尽享午后的闲适，游
客可以参观和了解这些“土著”的生活；
有的古城没有原住民，有的只是酒吧、美
食、咖啡馆、客栈和手工艺品经营者。目
前，这两种运营模式在当下古城中广泛存
在。

以省内运营的古城为例，青州古城、
周村古商城是保留原住民的运营模式，台
儿庄古城、临沂沂州古城等是不保留原住
民的运营模式。

青州古城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
元德谈道：“青州古城从立项、规划建设
就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元素，在恢复和修
复一些有代表性古建筑的同时，通过原住
民让游客了解青州古城原汁原味的百姓生
活方式。”

张晓国告诉笔者：“保留原住民最大

的优点是能较好延续历史和文化传承，比
较接地气，有烟火气，缺点是给管理和运
营带来了难度和挑战；把原住民全部迁出
古城，通过招商进行商业开发和租赁，这
种模式易于管理，但要在历史传承、文化
活力和场景鲜活上狠下功夫，要在古城的
‘古’和城的‘活’上开动脑筋。”

古城建好后，里面到底装什么样的经
营业态，能让经营业态紧跟市场，能让各
种业态融合形成合力，做到吸引人、打动
人、留住人，有持续的生命力？这一直是
大部分古城面临的共性难题。从商业的角
度，古城的投入和产出要算账，要有持续
的效益，这个账对古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特别是持续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古城经营者的业态创新、个性呈
现、差异化定位、文化的传承等方面都提
出了全新的课题。

据刘元德介绍，青州古城有690家商
户，涵盖特色美食、非遗、酒吧、特色民
宿、游客互动项目等业态，全力打造“夜
游古城”品牌，满足游客夜赏、夜游、夜
宴、夜娱、夜购、夜宿需求，还精心推出
东华门南巷网红时尚街区、民俗馆广场古
风与演艺区、高家亭巷花卉与吉祥文化背
景下的餐饮街区、万寿宫街“古城魔盒”
新 文 创 商 业 步 行 街 区 等 “ 四 大 特 色 街
区”。

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
晓莉介绍道：“台儿庄古城围绕‘中华运
河文化传承核心区、国际知名旅游目的
地、世界文化遗产’三大定位，做足‘旅
游+’文章，强化旅游与会展、节庆、体
育、演艺、基地、非遗结合，打造‘越夜
越美丽’品牌，吸引千里走单骑、天空之
城、东城国际、花间堂酒店、冰雪大世
界、1903青岛啤酒吧等精品业态陆续落后
古城，全方面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专业的运营和持续的创新

决定着古城的活力

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个古城建好了，
如何吆喝出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 二 十 一 世 纪 最 缺 的 是 什 么 ？ 人

才！”这是电影《手机》中的一句台词。
这句话尤其适合当下古城旅游和整个文旅
产业。古城急缺既懂市场又懂管理，有能
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专业人才。

古城建好后能火多久，一年、三五年
或几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
运营管理和营销，包括专业的运营团队、
持续的创新营销手段、合理的奖惩制度
等。

周村古商城作为省内开发较早、运营
较成功的古城，借助于《旱码头》《活
着》《大染坊》《闯关东》等影视剧IP进
行热度营销，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这里感
受旱码头、染布纺织、商街开埠、烧饼制
作、美食体验等特色元素。

青州依托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
资源，倾力打造“到青州过大年”活动品
牌 ， 举 办 “ 藩 王 文 化 与 青 州 古 城 研 讨
会”，广泛参与各种旅游推介会和乡村振
兴成果展，出版《青州古城》《欧阳修山
斋》等系列丛书并拍摄制作精良的宣传
片，借助央视《记住乡愁》宣传推介自
己。2020年接待游客557万人次，2021年前8
个月接待游客510万人次，比2020年实现大
幅增长。

台儿庄古城通过“旅游+N”的跨界融
合，推动古城旅游全区域、全要素、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打造成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标杆和样板；依托非遗文化、运河文
化、大战文化、红色文化、鲁南地域文
化、民宿文化等，推出不同主题的营销活
动；并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消费者
推出套餐，做到精准营销；借助于网红直
播、旅游达人等针对年轻酷玩群体进行营
销。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台儿庄古城在各项
评比中拿奖拿到手软，各种荣誉称号不胜
枚举。2019年接待游客770万人次，业态综
合收入达20亿元；2021年上半年接待游客
386 . 2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旅游专业人士认为，古城做好了，能
成为游客与历史对话、与文化交融的独特
生活方式和场景体验载体，能让游客沉浸
在绚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不同地域
文化的活色生香和多姿多彩；反之，则陷
入口碑狼藉、入不敷出、不可持续的尴尬
境地，既破坏历史资源又浪费巨额投资。

古城开发：走顺了是座桥，拧巴了是堵墙
张先生有张信用卡，最近他不经意间发现竟然有两笔

大额消费开通了“分期还款”服务，每月要还300多元手
续费，可他却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这个业务。像
张先生这样的信用卡客户还有不少，所涉及银行也远不
止一家，有些客户甚至“被分期”了7年多才发现，付出
的手续费已达四五万元。 (据9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
道)

在有关信用卡“分期还款”纠纷中，持卡人和银行往
往各执一词。持卡人大都表示自己对开通“分期还款”
服务并不知情、毫无印象，也未同意或授权银行提供此
项服务。而银行一方则表示系持卡人自行开通或持卡人
授权开通的。但实际上，一些银行确实存在默认勾选开
通信用卡自动“分期还款”服务的问题。另外，还有一
些银行业务员误导、替代客户勾选信用卡自动“分期还
款”选项。无论是默认勾选还是误导勾选、替代勾选，
都违背了客户的意愿，侵犯了客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

退一步讲，即便的确是客户自行勾选了“分期还款”
服务，也不能排除银行的侵权嫌疑。《民法典》第四百
九十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
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很多消费者都投诉称自己“被分期”“被吸费”，就充
分说明相关银行在为一些消费者开通“分期还款”服务
时并没有履行足以让消费者明晰该项服务各项责任和风
险的重点提示、告知及说明义务。

更让人无奈的是，消费者上“分期还款”的“船”容
易，下“船”却难。有的银行在为消费者开通“分期还
款”服务时零条件、零成本、高效率，而在消费者想解
除服务条款时，银行方面就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又要
手续费，又要违约金，又要审核，给消费者造成了很大
的困扰，对消费者很不公平、很不合理。

平心而论，信用卡“分期还款”不仅可以为银行创
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摊薄或减轻消费者的消费压
力，能够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但再好的事也得以消费
者知情、自愿为前提，不能让信用卡“分期还款”变成
“分期吸费”“分期侵权”。银行必须坚决杜绝默认勾
选、诱导勾选、替代勾选等操作，完善服务签约流程，
确保告知、提示、说明和扣费通知到位，确保消费者知
情和同意，避免消费者“被分期”现象发生。银保监部
门应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通过约谈、查处、责令改
正、通报批评、发布消费警示等方式倒逼银行增强自律
意识、规范经营行为。当然，消费者也应擦亮眼睛，在
选择“分期还款”服务时多点耐心，多看看有关条款，
别盲目勾选。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别让信用卡“分期还款”

成“分期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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