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胶济，一路行走一路风景

　　□　本报评论员　李岳岳

　　3月26日，历时一周的“走胶济
铁路文化体验线”主题采访活动在青
岛收官。与此同时，2023山东省旅游
发展大会在青岛开幕。一个收官，一
个开幕，时间无缝衔接，地点都在青
岛，主题都与文化旅游相关，联系起
来看，意味不同寻常。
　　胶济线，一条文旅融合有无限
潜力的宝藏线。济南的泉水文化、
二安文化，淄博的陶琉文化、鲁商
文化，潍坊的风筝文化、年画文化
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激
发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根源所
在，是推动文化“两创”的重要基
石。眼下，看看火爆出圈的超然
楼，吃出新境界的淄博烧烤，会发
现文旅市场潜力之大机遇之多，关
键就看谁能率先抓住机遇，而要抓
机遇，重在创造、创新。
　　在淄博，海岱楼钟书阁突破传统
业态，打造了一个集淄博文化和外来
文化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成为当地
文化新地标。在潍坊，青州古城强化
数字赋能，推出“青州古城时空隧
道”数字文旅项目，极大丰富了游客
的体验感，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放
眼沿线各地，一系列举措，让活态
的、开放的、流动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齐鲁大地上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在新时代显示出勃勃生机与
活力。可以说，借助胶济铁路文化体
验线，山东文化“两创”有了新
表达。
　　新表达，源于对资源的有效整合。地理资源和文化
资源，并不必然等于旅游资源，只有当地方资源对客源
地有足够吸引力的时候，才可能成为核心旅游资源。如
果把沿胶济线的文化资源比作珍珠，胶济铁路就是串联
起这些珍珠的黄金线。通过对沿线资源的有效整合，不
仅能够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突出点、连成线、形成
面，呈现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也能够提升城市的文化
品牌，推动山东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
势、竞争优势，在文化“两创”上迈出新步伐。
　　新表达，源于有效拓展文旅融合新模式。文旅融
合“融什么”“怎么融”，关键看能不能找到传统文
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可以是生活
感，也可以是时尚感，可以是科技感，也可以是体验
感。如今，胶济线不仅发挥着运输功能，还是推动文
旅融合的重要载体。通过推出“高铁票+酒店+景区”
套票，开行红色教育、研学游、亲子游、工业游等特
色列车等等，铁路的单一交通功能开始向集交通、美
学、游憩等于一体的复合型功能转变，在提升旅客出
行体验的同时，也将文化有力传播出去，真正做到了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清晨在济南来一碗泉水茶，晚上到青岛吃蛤蜊；上
午在高密红高粱小镇体验文学之美，下午在青州古城感
受千年历史积淀。在文化与旅游的交融中，在好客与好
品的共振中，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山东正在以更多
新表达、新方式，点亮文化“两创”的齐鲁版图。

　　1904年，随着一声汽笛鸣响，山东第一条铁路线——— 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历经百年沧桑，如今这条串联济青双核城市的铁路线，不仅是重要的交
通运输线，也成了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的风景线。
　　大海边的老式站房、承载悠悠乡愁的古城、齐盛湖畔的最美书店、风姿绰约的泉群……沿着胶济铁路行走，会感到美的体验在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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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山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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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导片丨奔向中国离海最近的火车

站，遇见怎样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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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胶州湾内的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可停靠22万吨级超大型邮轮。（□大众报业记者 孟达 报道）

　　历经百余年岁月的冲刷，如今的胶济线已发
展为济青高铁、胶济客专、胶济铁路三线并行。
　　在国铁济南局济南机务段，有一座记录着胶
济铁路乃至山东铁路发展历史的博物馆成为“火
车迷”的打卡地。工作人员介绍，场馆从铁路机
务专业的角度侧面展示了山东铁路发展的风雨历
程，是山东省第一座反映机务百年历程的专题
展馆。
　　“坐稳了，我们开车！”国铁济南局济南机
务段动车组司机孔祥配，利用场馆内的机车模
型、高铁模拟驾驶等互动设施，带领游客体验驾
驶复兴号的感受。“我听老师傅说过以前的蒸汽
机车，从济南站到青岛站，要用六到八吨煤。”
孔祥配说，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后来的电
力机车，列车时速从三十公里到三百多公里，“祖
国以什么速度前进，咱就考什么速度的驾照”。
　　10年间，山东境内陆续开通了济青高铁、鲁
南高铁、济莱高铁等9条新线。截至2022年底，
国铁济南局营业里程达到6547.9公里，其中高铁
2468.1公里，较5年前分别增加26.9%、104.7%，山
东高铁里程跃居全国前列。
　　让人对胶济铁路历史记忆深刻的，还有潍坊
市坊子区南部的坊茨小镇。
　　1897年，德国取得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和沿
线十五公里范围内煤矿的开采权。因为坊子出产
煤，德国人特意在这里设站，修建了大量建筑，此
后日本占领时期有所添加、增建，共留下了166处
德日式建筑，让这里成为全国最集中的德日式建
筑聚集区，也是山东近现代工业发展最早的遗迹。
　　这些老建筑中，有领事馆、礼堂、银行等，
涉及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如
今其整体格局、街巷肌理、景观风物仍保持着原
来的风貌。
　　除了德日式建筑，这里还有以万和楼、刘氏老
宅为代表的民国建筑，有德建矿井、采煤巷道等煤
矿遗址，以及由火车站、老胶济铁路和机车转盘等
组成的潍坊铁路工业廊道。坊子火车站吸引了众
人拍照打卡，作为当时胶济铁路沿线四大车站之
一，如今以新的方式为坊子聚拢人气。
　　目前，坊子区紧抓全省“四廊一线”文化体
验廊道建设机遇，启动了坊茨小镇片区城市更新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文保建筑及历史风貌建
筑修缮改造、虞河生态修复、基础设施、文创产
业设施等，规划建设坊子站区铁路文化产业园。
坊子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庆娜说，争取年
底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将坊茨小镇打造成
全市产业消费活力区、文旅融合示范区、城市更
新样板区和全国网红打卡地。

　　火车站是城市的一扇窗口，人们对一座城市
的第一印象，往往在这里产生。
　　始建于1903年的淄博火车站，2022年9月16日

整装焕新迎接八方来客。站房外立面两处相向而
驰的车马浮雕，象征着车站迎来送往的功能属性
和淄博襟山带海、山水家园的城市魅力。走进南
站房，七块美轮美奂的液晶“星空顶”如梦似
幻。地下一层张博线快速集散厅、一层综合商业
厅和二层候车厅，分别以“九曲安澜”“蹴鞠解
数”“千年商埠”“诸子百家”等为主题设置壁
画。候车厅中心区域设置“齐”字演变圆形地
雕，利用文字演变的过程来体现淄博源远流长的
历史，并与以“律动星河”为主题的星空顶相呼
应，让旅客深切感受齐风古韵。
　　坐落在青岛市南区的青岛火车站，距离大海
仅有200多米，是中国离海最近的火车站。
　　青岛火车站始建于1899年，哥特式的建筑风
格让青岛火车站成为青岛最具特色的地标建筑之
一，随处可见打卡拍照的游客。
　　青岛火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出
发，可以通达全国22个省会和直辖市，每天的发
运旅客高达6万多人次，高峰时期每天有158列旅
客列车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今年1月，青岛站
进行了大改造，如今的青岛站已经是一座智能
化、信息化、人文化的现代新型车站，成为青岛
喜迎八方来客的“城市会客厅”。
　　青岛站旁边的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1400余
件实物展品记录着胶济铁路的往事，向游客诉说
着中国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故事。
　　博物馆使用“云观博”网上数字化展示平
台，以图片、文字、语音和AR的形式，介绍近
五十件重要展品，游客可通过“云观博”App扫
描展品，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博物馆还全面开
放了以VR、AR虚拟现实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高铁
科普体验区和数字科普体验区，实现线上和线
下、虚拟和现实的展品互动。

　　调味品企业与《齐民要术》相遇，能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来到淄博的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齐
民要术酱文化产业园，浓郁的酱香味扑面而来。
占地8000平方米的产业园，布局了齐民要术酿造
工艺展示体验、酱文化展示传承体验、研学研修
活动、现代酿造工艺展示等内容，分为鲁菜之
源、百年巧媳、智能工厂、美味体验等十个区
域，游线全长1公里。
　　“醋味冰激凌可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很好吃。”
体验馆内，游客为特色产品点赞。园区通过图文、
多媒体、场景模拟、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游客充分
感受《齐民要术》酿造文化的独特魅力、《齐民要
术》酿造工艺在现代化企业中的实际运用。
　　千年历史的青州古城与山东手造“峱宝
宝”，也来了个破圈合作。
　　3月22日，青州古城阜财门外，张舒正在向
顾客介绍“峱宝宝”手办：“您看，‘峱宝宝’
的眉为水，发为火，角为土，翅为金，面为木，
四颗牙、八个发髻代表着青州四通八达，兼容开
放。”因为销售“峱宝宝”，10平方米的文创亭
成了古城新晋网红打卡地。
　　“我们以青州瑞兽峱为原型，推出了青州城
市IP峱宝宝。再通过研发潮范儿文创产品、参与各
类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虚拟直播间、策划各类

话题活动等方式，为古城景区增加新活力。”拓
远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向鹏说。
　　“古城不仅有历史文化积淀，还有很多有
创意的新事物，来这一趟很值。”来自青岛的
游客张秋敏逛了偶园，购买了仿制的状元卷，
品尝了隆盛糕点，还走进了通过计算机图形技
术，数字化展示六大地域特色文化主题的古城
时空隧道。
　　“我感觉客流量明显增多了，夜间游客数
量甚至超过了白天。”“周末住宿需要提前半
个月预订房间，平时也时常满员。”古城商贩
对于客流的增加感受明显。据统计，今年3月
以来，古城景区周六周日日均客流量约4.5万
人次，同比2019年增长约21.62%。

　　融合齐国古都、陶瓷琉璃、天然溶洞等淄博
元素的海岱楼钟书阁，改变实体书店的“图书+
文创+咖啡”业态结构，打造包括奶茶、简餐、茶
文化空间、城市书房、艺术空间、儿童乐园、威士
忌图书馆、稷下学堂、海岱大讲堂等一系列功能
的文化综合体。市民在这里除了能借阅书籍、静
心学习，还能参加各种主题的阅读活动。
　　海岱楼钟书阁负责人郝丽表示，海岱楼钟
书阁是一个以书籍为载体，给读者提供休闲、
阅读、交友、探索、交流空间的综合性文化休
闲平台和全新概念的书店，下一步将通过多种
形式的书香活动、研学活动，展现更多齐文化
的历史，为城市增添馥郁的书香和高品质的活
力因子。
　　在青岛港的初生之地大港，曾经车水马龙
的干散货作业区，如今也与“生活品质”紧紧
联系在了一起。
　　“2016年，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服务管理局
揭牌。针对邮轮港区4.2平方公里，确定重点
发展邮轮旅游、金融贸易、智慧创新、商务文
化四大产业，打造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港和
高品质滨海休闲活力区。”环海湾集团开发建
设公司资产运营部工作人员姚子豪介绍。
　　站上观景台，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高耸入
云的山港大厦，与之相对的是邮轮客运中心，
可停靠22万吨级超大型邮轮。紧邻邮轮客运中
心，是2022年9月启用的集装箱部落，可一站
满足吃、喝、玩、乐、购，成为新晋网红打
卡地。
　　“这里已经融合了户外露营、美食餐饮、咖
啡、精酿啤酒等业态，未来，这里的业态将会日
趋丰富，成为打造高品质滨海休闲活力区的重
要一环。”集装箱部落运营方负责人介绍。
　　为了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积淀，打造展示青
岛百年记忆和城市文化的新名片，港区还规划
保留了百年海关、百年码头、百年验潮站等历
史建筑和设施，并利用港口工业遗存规划建设
筒仓博物馆、筒仓酒店、餐饮集市等特色项
目，一座承载着青岛开埠百年记忆的文旅地标
正在加速形成。
  （□统稿 常青 采写 王世翔　范薇　
王健　刘磊　杨淑栋　王佳声　张蓓　石如宽
　张忠德　张晓帆）

历史走进现实

“窗口”尽显风情

“破圈”产生创意

融合提升品质

　　□　张云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
究员、并行软件实验室主任
　　山东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充分利用各地的经济文化特点，找准突破点和发展抓
手，强化基础支撑，优势产业带、产业群和特色产业强
势发展，并通过全省或更高层级统筹协调，推动各地产
业互补和产业生态良性发展。
　　再者，高精尖产业与传统产业合理布局，融合发
展，以市场为驱动，以创新为引领，区域品牌培育、特
色产业带头、传统产业协同推进，充分显示出各地优势
产业的底蕴和厚重的发展基础，同时通过创新和产业协
同从而迸发出强大的发展牵引力。下一步，还要深挖各
地原有人文、经济优势，充分调动区域优势资源和强势
品牌高质量发展。

　　□　王宏安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人机交互技术与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主任
　　“走文化廊道　进经济园区　看山东高质量发展”
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展现了山东省在信息化时代可喜
的进展和显著的变化。近年来，优质科创项目纷纷落户
山东，科技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创新带动了产业
升级。部分项目已经形成了核心技术优势，成为推进产
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策源基地。只要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和
产品创新，便能不断增强经济创新活力，形成市场核心
竞争力，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可以预期，山东的科
技产业发展未来大有可为。

  （□记者　李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