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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商业“原住民”的调整与突破

“今年的琉璃双年展也给我们
的店铺带来了人气和流量，接踵而
至的游客在游玩古窑村的同时不
忘从店里购买一些陶瓷留作纪念，
我们的销售流水也较为客观。”

谈起最近的销售收益，58岁的
任纪菊掩饰不住地喜悦，背靠古窑
村，大观园路上的金鼎祥陶瓷已经
在她手里经营了近二十载，作为这
条路上的“店铺元老”，洞察市场行
情，琢磨客户需求对她而言手到擒
来，她已经察觉到了颜神古镇陶瓷
琉璃文化产业复兴的“蛛丝马迹”。

“美中不足的是我的店里此前
主要经营价格相对亲民的瓷器，下
一步将增加本地高端陶瓷、琉璃产
品的进货量，毕竟很多游客还是冲
着颜神古镇陶琉文化而来。”

任纪菊坦言，本地陶瓷、琉璃
产品器物造型端正优美，质地浑
厚，但价格相对较高，游客不吝赞
美的同时也将钱包捂得紧紧的。
情怀深切与行业低迷，高高在上的
价格让颜神古镇的陶瓷、琉璃销售
行业无形间失去了很多客源，这让
任纪菊觉得十分惋惜。

“我有个新的创作灵感，通过
分析古窑村游客轻巧简约的文旅
需求，我构思了微景观系列琉璃产
品。”琉璃花工坊的孙淑娟向记者
讲道，以刚刚结束的十一黄金周为
例，来到颜神古镇——— 古窑村的游
客，大多是“轻”旅游，轻装简行，面
对琳琅满目、纷繁复杂的陶瓷、琉
璃纪念品茫然无措，反而会对一些

“小玩意儿”“小把件儿”情有独钟。
精致小巧的琉璃制品承载着

新颖的创作概念和细臻的工匠精
神，跟随着来自天南海北游客的脚
步，颜神古镇的陶琉文化、古窑村
的工业往事，散播祖国大好河山。

十里长街，华灯璀璨。一个个
精致的店肆，一条条热闹的街巷，
贯穿颜神古镇，像任纪菊、孙淑娟
这样的“原住民”，不仅是颜神古镇
经济文化档次的注脚，更是文化印
象的直接说服力。

变化调整如出一辙，越来越多
的陶琉店铺经营者正在产品渠道、
种类、形式、价格、推广上进行可行
性探索，不断满足颜神古镇的文旅
市场需求。相关数据显示，仅古窑
村所在的博山区山头街道就有大
小陶琉文化企业21家，各类陶琉服
务行业商品经营店铺500余家，商
业荟萃，数量众多，业态丰富，为颜

神古镇昼夜繁荣提供了空间保障
和发展基础。

解放游客味蕾 餐饮业任重道远

餐饮是旅游休闲、度假游玩必
不可少的环节，往往一口当地特色
美食，便能品到这个地域的历史文
化底蕴。每片土地都有它的味道，
口感细腻、回味无穷的豆腐箱子，
香气四溢；鲜香酥嫩的博山酥锅；
色泽晶莹、剔透如琉的琉璃地瓜，
将千百年来颜神古镇的韵味尽揽
舌尖味蕾之中。

“家家半把刀，满城菜飘香。”位
于山头街道的这家小馆不知经历
了多少岁月，王大姐厨勺间掌握的
那份博山的老味道依旧被邻里称
道，用她的话说，每一个“老颜神”家
里的博山味儿都不尽相同，各家有
各家的秘诀，只有钻胡同、串巷子
才能觅到地地道道的博山菜。

借助古窑村琉璃双年展的“烈
火”，老博山味道一直在大街小巷
中飘荡，不管是街头小店，还是大
体量的饭店酒店，都座无虚席，有
的游客甚至辗转许久都找不到一
个空席。

“城中有山，山中有城”的特殊
地理条件，让一座座小院儿成了颜
神古镇饮食文化的秀场。“外部院
墙古朴典雅，内部四合院布局，庭
院错落有致，步入院中如临农家小
院，招待客人，既接地气又有文化
气息。”

在“老博山”张天雪看来，价格
合理、色香味俱全，外正内秀，镶嵌
在半山腰上的四四席小院儿是他
这个老饕招待客户、朋友相聚最爱
来的地方。“我们的饭店，早在9月
中旬，席位就已预订完了，后面陆
续不断的电话预订只能遗憾地回
绝。”文姜大酒店的负责人说。

对于这座工业老城，慕名而来
的大批游客让它的餐饮接待左支
右绌，颜神古镇——— 古窑村工业遗
存原始风貌，特色陶瓷、琉璃传统
产业是经久不衰的文化旅游热点，
高关注度与低服务配套的错位，俨
然已经成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
桎梏。

丰富的文旅资源需要完善的
服务配套这一底座来托持。“参打
头，鱼打尾”，秀外慧中的颜神古镇
在美食中源远流长，数据显示，以
古窑村所在的山头街道为例，街中
巷口的小馆，山脚山间的四合院虽
随处可见，但接待能力达300人以

上的餐饮企业仅有30余家，包括文
姜大酒店、品味老博山、凯泰大酒
店、懋隆大酒店、大博食府等，远远
无法满足颜神古镇——— 古窑村文
旅发展的实际需要，如何让古镇真
正秀色可“餐”，亦显得任重而道远。

原生态民宿启迪下的旅游配套

窄巷中古老的青石板路、沧桑
的青石桥无不告诉我们这儿有着
长长的历史痕迹和无数的辉煌岁
月，而那一座座古朴规整的匣钵、
窑砖房在山清水秀间被时光许以

“心灵栖居地”的头衔。
“旅游改变博山，通过古窑村

的护改开发串起更多美丽的乡村，
这方面在未来不可限量。”

揽清风，摘星辰，游古地，品文
化，厦门朗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亚明认为颜神古镇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地方，特别是让一个外边过
来的人看，它既有故事性，又有群
山环抱，风景如画，气候适宜的原
生态性。

“尊重现有陶瓷和琉璃文化及
工业遗留的建筑环境，整个项目的
配套档次绝对不能过分通俗。”李
亚明在谈到古窑村护改开发工作
时预见，颜神古镇文旅产业的发
展，民宿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
的亮点。

已有数据显示，眼下，以品味
老博山、文姜大酒店、凯泰大酒店、
尚客优等为代表的商务连锁酒店
和私人小型宾馆，现为颜神古
镇——— 古窑村所在的山头街道旅
游住宿接待的主力军。

“古窑村乃至整个颜神古镇的
保留资源是非常和谐的，紧密相连
的，这中间有乡村的部分，也有田
园的部分。”

李亚明表示，以颜神古镇———
古窑村现有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以
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风土
民情为依托，打造原风貌、原生态
的诗意民宿栖居，将山水装进房子
里，将文化放在板凳上，这种文化
旅游的可持续性和宣传感染性，比
遍地都是的连锁酒店和假日宾馆
显然更强。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文物古

迹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树立“全
域保护、规划、管理、经营、旅游”的
发展理念。

以全域资源为基础，以创意为
特色，以创新为驱动，加快发展服
务业；通过老字号重振、文化创意
创新扶持、提高消费品牌品质、促
进文商旅联动等赋予颜神古镇新
商业业态，着力打造“夜经济”模
式，突破单一业态；致力提升新体
验，拓展新空间，培育新风尚；对重
点商业区域和点位，引进和聘请眼
光远、实力强、品牌效应好的专业
队伍和企业，探索区域的整体包租
和连片开发，形成商圈集群发展模
式和效应，慢慢释放对处于核心地
位的单一中心商业的倚重。

补齐短板，实现破题，颜神古
镇，任重而道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姜涛 见习记者 孙良栋

如众所期，颜神古镇——— 古窑村的护改
开发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一座匠星云集、城市历史文化主线完整
的老工业城市，随着“博山陶琉艺术节·2020
博山琉璃双年展”强劲影响势头，颜神古镇的
产业复苏和经济振兴成为当地居民街头巷尾
热议的话题。

从陶琉商品经营店铺的主动出击，到餐
饮行业展现博山美食的大汗淋漓，再到原生
态民宿启迪下的旅游配套，护改开发中的颜
神古镇——— 古窑村，恰如一个永不落幕的陶
瓷、琉璃文化经贸展示平台，昭示着山城发展
的未来诉求。

在现有的地方产业、业态资源基础上，如
何补齐短板，实现破题？颜神古镇，任重而
道远。

老博陶产品。

孙淑娟创作的琉璃葫芦瓶可以用于插花。

颜神古镇自然村落护改开发后的民宿。

颜神古镇餐饮业特有的庭院风格。

多业态开发保护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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