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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想买点济南特产带回去，推荐几样好吗？结果：济南人一

“山东特产不少，可买点泉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实习生 吕君瑞 曹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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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十
一运会网球(团体)
比赛开赛，外省市
来济参赛的教练
员、运动员齐集济
南，来自各地的媒
体记者也进驻泉
城。 2 7日，随着
赛事的结束，一位
即将离开济南的外
地记者在准备给家
人带点济南土特产
时，却遇到了一点
小困难，“问济南
的朋友有什么特
产，一下子把这位
济 南 人 给 问 住
了。”相信很多济
南人都有类似的尴
尬，出差去外地想
带点本地特产，想
来想去也只有那么
几样东西——— 东阿
阿胶、周村烧饼、
煎饼、高粱饴，但
这些超市里常见的
特产，也只能称为
山东特产，没有一
样是咱济南的。
2 7日，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各大超
市虽然都有销售特
产的专区，但所售
特产几乎都是外地
货，济南本地产品
少之又少。

■赛场宾馆

知道特产的少

卖的更少

27日，十一运会网球(团体)比
赛落下帷幕，当日已有很多运动
队、外地媒体离开济南。由于赛事
安排，运动员们很少有时间逛泉城
买特产。说起济南特产，一位天津
记者诧异地反问道，“济南有特产
吗？”他表示，印象中的山东特产是
煎饼，“可这并不是济南特产呀。”

一些运动员告诉记者，由于行
李多且业余时间少，他们很少逛街
购物，甚至没想到买特产。“提起山
东特产会想到煎饼和高粱饴，不过
这也不是济南的特产呀。”一位运
动员说，他倒是很喜欢济南的烧
烤，“羊肉串很好，可惜没法带走。”
相比传统特产，全运会主题的小饰
品等商品火爆异常。

在十一运会网球(团体)比赛
运动员下榻的南郊宾馆，在大厅右
侧设有一个“山东特产”销售台，不
过也仅有泰山、沂蒙的煎饼和周村
烧饼两种，8种口味供选择，包装
属于低档次。据该宾馆餐饮部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这个销售台设置了
3天，“来买特产的不算太多。”

■超市商场

山东特产不少

济南的少见
27日，记者来到历山路上两

处大型超市，在大润发超市历下
店，专门开辟有“土产商品”销售专
区，大半个货架上摆放着周村烧
饼、煎饼和不同口味的饴糖系列。
小包装煎饼5元左右，礼盒在20元
左右。而周村烧饼则有三种口味，
并且还有混合装的礼盒，不过售价
也仅在三四十元。

一位顾客在货架前挑了一圈，
“烧饼和煎饼都太普通了，送朋友
不太好看。”最后，这位顾客选购了
一些饴糖，“各种口味的都有，而且
糖类送人也比较合适。”另外，记者
注意到，这家超市还有山东特产套
装，“包括烧饼、煎饼和饴糖，30块
钱也比较便宜。”导购说。

而在家乐福超市，虽未设销售
专区，但也有煎饼、烧饼、蜜枣等特
产出售，一位选购市民告诉记者，
“看了一下，整体档次不高，价格没

有超过百元的。”正在选购特产的市
民小张说，“真不清楚济南有啥特产，
到超市一看都是山东特产，本地的太
少了。”他表示，济南很多小吃不错，
但却不便带走。

相比之下，泉城广场银座地下超
市的“山东特产区”就显得很完善。
27日记者来到该超市时，特产销售
区正在搞促销活动，不仅顾客很多，
而且超市员工也在补货。外地来济旅
游的一家三口正在选购特产，“全靠
营业员介绍，其实来了济南也不知道
有啥特产。”这一家三口最终选购了
几盒周村烧饼和高粱饴。

■景点周边

特产店无规模

游客不信任
在趵突泉公园东门南侧，一家名

为“鲁地方怪产”的特产经营店平时
常有游客光顾，十多平方米的小店
里，货架占据了大部分。在货架和玻
璃柜台上，东阿阿胶、周村烧饼、泰安
煎饼、乐陵小枣、高粱饴、莱芜香肠等
土特产应有尽有。店主告诉记者，他
这卖的都是小包装的，没有礼品盒之
类的高价商品。
“来这买就是图个经济方便，除

了阿胶贵一点，其他的都比较便宜。”
店主告诉记者，在趵突泉附近，他这
个小店卖的特产算是比较齐全的了，
但即便如此，济南本地特产还是很少
见到，除了平阴玫瑰之外，别无他物。

在这家“怪产”店内，还有长清华
泰木鱼石制成的杯子，“平时都是外
地游客光顾，本地人基本没有。”店主
说。

在趵突泉公园北门，一家“茶艺
馆”也卖山东特产，除了木鱼石、黑陶
和琉璃制成的茶具，还少量出售乐陵
小枣和饴糖。一位市民告诉记者，这
家小店卖的这些工艺品，都属济南本
地的特产，但“知道这些特产的人估
计不多”。

而在大明湖附近，景点外很难找到
成规模的济南特产专卖店。一般景区内
部会有少量的特产出售，不过一些游客
表示，“景区里边的价格偏高，有些工艺
品真假难辨，如果有专卖店最好了。”

■特色小吃

油旋濒临绝境

好吃不好做
在泉城路芙蓉街附近，一家没有

脸尴尬———

城招牌特产还真挺难”
招牌的油旋店却经常有顾客排起长
队。店主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芙蓉
街做油旋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
在经常有外地人过来买，作为济南的
名吃，买油旋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律。”
据她介绍，很多本地大学生还带着老
外同学来买油旋。

不过，张女士表示，一个油旋从
开始到做成需要十多分钟，“现在年
轻人哪有这体力站着做油旋呀！”她
说，她不准备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学做
油旋，家里祖传的手艺很可能就此断
了。张女士回忆说，以前老济南的特
色小吃有盘丝饼、大明湖的藕等，“不
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拿油酥饼为
例，制作成本高但卖价低，现在也基
本找不到了。”

不过，很多外地人包括老外，对
济南的烧烤都情有独钟，经常来济出
差的赵鹏告诉记者，他第一次来济南
就去了西部一处烧烤集中地，“印象
很深，后来每次来济南都会去吃烧烤
喝扎啤。”不过，他表示，这些只能在
济南时“享受”，“没法带走啊。”

■市民说法

济南特产太散

缺乏大招牌
27日大雨后，记者在大型超市、

景点及街边，随机访问了一些市民和
游客，很多济南人一说起本地特产，
提到最多的就是泉水和甜沫，“但这
些东西让外地人咋带走啊？”可再让
市民多想想，半天才会说出煎饼、大
葱之类的土特产，“像样的、方便携带
馈赠的还真没啥。”市民曹先生说。

在泉城路上，市民黄女士告诉记
者，她能想到的济南特产除了章丘大
葱、甜沫之外，就属烤地瓜了。老济南
人、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济南特产
其实很多，“章丘大葱、明水香米、龙
山小米、章丘豆腐，都是济南本地的
特产。”李师傅说，他小时候见过卖章
丘豆腐的直接用秤钩钩住豆腐就可
以称重，“那豆腐才叫结实呢。”

据李师傅介绍，他小时候的老济
南小吃很多，但“现在绝大多数都没
处找了”。李师傅表示，其实济南的特
产挺多的，“关键是这些特产多为农
副产品，知道的人肯定少，就算知道
了也不方便携带送人。”其实，很多市
民都觉得，济南特产虽多，但缺乏那
种名片式的招牌特产，“别人一说扒
鸡，就知道德州，而济南就缺乏这个
招牌。”李师傅说。超市里“山东特产”不少，“济南特产”难寻。

■平阴阿胶

阿胶因产于原东阿县城(现平阴县
东阿镇)而得名，它以专用黑驴皮与当
地得天独厚的天然水质——— 狼溪河水熬
制而成，已有两千年历史。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上将阿胶称为“圣药”，
与人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

■章丘大葱

章丘种植大葱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优良品种“大梧桐”，一般株高150至
170厘米，最高达到2米，单株重1斤左
右，有的达到3斤多，章丘大葱被称誉
为“世界葱王”。

■明水香稻

明水香稻产于章丘市的明水镇，已
有2000年的历史，从明朝开始就作为
贡米向皇帝进献，以浓郁的香味而闻名
中外。

■平阴玫瑰

平阴玫瑰始植于唐代，距今已有
1300多年。目前，玫瑰种植面积已近
万亩。平阴玫瑰既可制作玫瑰酱，酿造
玫瑰酒，又可提取玫瑰精油。平阴玫瑰
以出售鲜花蕾为主，大多销往江浙一带
及东南亚地区。

■红玉杏

红玉杏又称“金杏”，主产于济南
市历城、长清，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
为山东杏中之魁。单果重60-83克，最大
单果重150克，可食率91 . 6%-93 . 9%。
肉细嫩，酸甜可口，是山东省重要出口
商品之一。

■木鱼石
木鱼石是60亿年前生成于长清馒

头山一带的一种珍贵石材。经过水的浸
泡，木鱼石能够析出锌、铁等多种元
素，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长清的木鱼
石色泽凝重，纹理清晰，制成的各类艺

术品和保健品畅销国内外。

■黑陶

黑陶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故
称之为“龙山文化”。龙山黑陶具有黑
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四大特
色，被称为“原始文化的瑰宝”。

■鲁绣

济南刺绣，亦称鲁绣，是山东省著
名的传统刺绣，也是我国刺绣史上记载
最早的绣种之一。济南刺绣素以丝绣、
发绣著称，特别是发绣，是以人的头发
做绣线，工艺细腻，风格独特。

济南土特产种类不
少，但却少有人知，问起
济南本地特产，很多济南
人都会被问住。对此，山
东大学旅游系主任王德刚
教授表示，济南特产包括
老济南的一些特色小吃，
之所以没有大名气甚至逐
渐销声匿迹，主要是缺乏
创新力。也就是说，一些
土特产和老小吃，仍然延
续初期一套经营模式，也
就无法适应新市场条件下
的供需关系，逐渐没落甚
至消失就在所难免。

济南是优秀旅游城
市，王教授表示，将一些
土特产纳入旅游商品要满
足几个条件，即实用性、
方便携带，如果是工艺品
还需艺术性。以周村烧饼
为例，相比油旋，现在周
村烧饼的产品种类很多，
高中低档、各种包装都
有，而且这类食品保质期
较长，便于储存。王教授
介绍说，一些煎饼厂家还
会到旅游商品推介会上现
场制作，这种现代营销手
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土
特产的忙。

王教授进一步说，济
南现在的很多老小吃都找
不到了，对本地日常生活
的影响越来越小，外地人
就更难知晓了。他表示，
老小吃和土特产在经营
上，其经营方式是在特
定历史和经济环境下产
生的，如果固守坚持，
很难适应新市场条件。
及时转变经营策略、创
新经营机制，或许是济南
土特产和老小吃走出困
境、打出牌子的一条必由
之路。

专家如是说

创新不足

宣传不够

济南市政府网列出八个名优特产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