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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老工业城市的全新打开方式是什么？
淄川的答案是“工业旅游”。
在淄川，越来越多的“老”厂房被改造成工业博物馆，成为工业文化“新”地标。
城市的决策者已然洞悉，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工业旅游是最佳契合点。
从走出迷茫、成功转型的琉璃匠人，到经历阵痛、重获新生的龙泉铁壶，因工业旅游而“复活”的老工业

资源，向外界讲述着淄川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累累硕果。

琉璃大师靠工业旅游转型

11月22日，位于淄川区龙
泉镇的领尚琉璃文化创意园，
一炉炉旺盛的窑火驱散了游
客身上的寒意。隔着防护，十
指游刃于滚烫的琉璃体上，一
件精美的琉璃工艺品逐渐
成型。

“化料、挑料、吹制、塑形、
退火，琉璃制作看似简单，如
果没有多年的经验，熔好的原
料极易变成冷疙瘩。”

辗转于窑炉与案板之间，
淄博市工艺美术大师邢长圣
谈起琉璃制作显得很平静。

对邢长圣而言，领尚琉璃
文化创意园制作车间中每一
个窑炉都如多年的老友，彼此
间的“默契”熔成了琉璃的斑
斓霞光。

“我2006年进厂从事琉璃
制作，经历过琉璃产业的兴
盛，也感受过行业的低迷。近
年来淄川区大力发展工业旅
游，让我们这些老技师又有了
用武之地。”

邢长圣就是在行业不景
气的年代，也没有放下对琉璃
的热爱。一场工业旅游的热
潮，更激发了他的热情和
希望。

如邢长圣所说，淄川区面
对老工业城市资源枯竭、转型
困难的难题，另辟蹊径。凭借
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深厚的
城市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工业
旅游，给原本落后的产能披上
了文化旅游的外衣，裹住了城
市的温度，也获得了经济持续
发展的新动力。

“领尚琉璃文化创意园集
琉璃产品研发设计、现场制
作、展览展销、文化旅游、技术
合作、教育培训于一体，设置
了琉璃制作体验区、琉璃文物
展览区等，供国内外游客观

赏、休闲，体验琉璃带来的生
活之美。”领尚琉璃文化创意
园经理程朝意说，领尚琉璃文
化创意园2016年8月对外开
放，至今已接待国内外游客40
万人次。作为淄川区工业旅
游的重要一环，领尚琉璃文化
创意园一直致力于琉璃艺术
文化的传承和开拓，着力丰富
并不断延展品牌内涵。

“我们现有员工260余
人，其中国家级艺术大师2
人，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10
余人，琉璃烧制技师100余
人，年产各类琉璃艺术品120
余万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手工热塑琉璃生产企业。”程
朝意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完
善配套设计建设，项目全部建
成后将成为中国第一个高端
琉璃艺术品基地，将进一步提
升淄博琉璃的品牌影响力，形
成淄博地区知名产业型文化
品牌，对中国琉璃制作技艺的
传承与保护将起到巨大的推
动作用。

以全新的思路和独特的
视角引领行业发展，以文化促
发展，以发展兴文化，这一炉
窑火，正在为进一步擦亮淄博
琉璃传统文化名片、促进淄川
区工业旅游发展而熊熊燃烧。

铁壶带来工业旅游附加值

中国人懂得寄情于物，逐
渐退火之后的老铁壶，形成了
自然包浆。经过几代人的传
承，弥足珍贵的记忆与情感，
令铁壶的分量变得更重。

“这把铁壶，是今年刚刚
设计的‘十二生肖’系列作品
之一的‘牛气冲天’。在刚刚
结束的2020山东首届精品文
创大赛上，我凭借这把壶获得

了‘设计鲁匠’称号。”11月23
日，龙泉铁壶博物馆中，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铁壶
制作技艺传承人戚平川，向记
者介绍一件沉稳大气的铁壶。

琳琅满目的藏品中，这位
淄博市“十佳名师”金牌工匠，
对“十二生肖”系列作品钟爱
有加。

几十年磨一剑，53岁的戚
平川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矢志不移地
进行铁壶的制作与传承。他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多方位
构思，制作出一件件充满艺术
灵性的作品。

“随着淄川区工业旅游的
兴起，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下，昔日的小作坊已经
发展成了目前的淄博齐缘堂
工艺品有限公司，近年来的年
均销售额都在1000万元左
右。”回忆起近几年的发展历
程，戚平川感慨良多。为弘扬
中华壶文化和茶文化，传承铁
壶制作工艺，淄博齐缘堂工艺
品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和
2020年成立了龙泉铁壶博物
馆和淄博市发源地铁壶文化
艺术研究院，展出从清康熙年
间至今的中外铁壶4000余把，
并不定期免费开设茶艺、茶文
化培训班。

如戚平川所说，一把好的
铁壶，不但能够经受住岁月的
磨砺，也记载了一座城市的
芳华。

在淄川区新旧动能转换，
经济转型发展的当下，一把小
小的铁壶更被赋予了促进工
业旅游、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
使命。粗犷的金属工业与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在这片土

地上融合迸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工业旅游带动融合之路

记者在探寻淄川工业旅
游的过程中发现，淄川区文化
旅游产业，凭借发展工业旅游
的契机，以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为总抓手，进一步完善了“三
大文化旅游产业带”融合发展
总体布局。不但有精美的琉
璃、大气的铁壶，更有集旅游
采摘、亲子体验、休闲度假为
一体的生态园。

“我们积极打造乡村旅游
的新模式，更好地融入淄川区
全域旅游板块，得到了跨越式
发展，给园区带来了较大的人
流量，提高了园区知名度。”
11月23日，山东创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久润富硒生态园
景区常务副总经理王永超在
提到建园初衷时表示，淄川区
在发展工业旅游方面有着自
身的优势，也成功吸引了天南
海北的游客。而回归自然，回
归乡野，才能让游客真正爱上
这座城市，长久留在这座
城市。

在淄川区这片土地上，工
业旅游带动下的文旅融合发
展，用辉煌的奋斗史铺垫了未
来发展的路基。包括淄博市
最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
是淄博唯一一家煤炭博物
馆——— 淄博煤炭博物馆在内
的众多红色旅游景点，在弘扬
红色主题文化，推动红色旅
游，丰富淄川区文化旅游内容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今后，淄川区文旅工作

将以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统揽
全局，积极推进精品旅游项目
开发，加快旅游业提质增效，
持续推进旅游品牌影响宣传，
为淄川旅游向更高层次迈进
奠定坚实基础。”淄川区文化
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
科员李敏绪说，下一步，他们
将加强淄川区文化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积极
推进资源、平台、工程、项目、
活动等融合，确保发挥最佳
效益。

“我们将以‘十四五’规
划编制为契机，提前准备、及
早谋划，开展充分、深入的调
查研究。总结‘淄川文旅’现
有发展经验，研究融合发展新
思路，制定体现融合发展、有
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和有针对
性的文旅产业融合政策。”淄
川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局长唐加福表示，淄川区将以
点串线，以线串面，着力打造
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进一步完
善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
系，打响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将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淄川区
的优势主导产业，全面提升文
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带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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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尚琉璃文化创意园里的热塑体验。领尚琉璃文化创意园里的内画体验。龙泉铁壶博物馆中展出的铁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