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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绘就“诗和远方”

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
华。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和公
众影响力的科学传媒平台，《中
国国家地理》对淄博情有独钟。

2020年9月底，160多页的
《中国国家地理》淄博增刊，为
出游淄博的人们送上了一份节
日厚礼。10月20日，中国国家
地理·淄博营地开营。淄博以
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内涵，进
入“国家地理”层面。

这份厚重的杂志中呈现的
所有美好，是淄博文旅融合提
升的一个缩影。

2019年以来，聚力打造“公
园型”城市的淄博越来越时尚。
咖啡馆、酒吧、时尚餐厅、口袋
公园、文化体育场馆等休闲空
间，在淄博大街小巷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中国陶瓷琉璃馆、齐
文化博物馆等博物馆群不断提
档升级，更多时尚活动、时尚产
业、时尚文化跃动在淄博城乡
街区；“书香淄博”打造“15分钟
阅读文化圈”计划初见规模，20
家城市书房让市民可以更好地
轻松阅读、放松心情。

首届淄博青岛啤酒节、麦
田音乐节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以周村古商城步行街等一批以
文旅为主体的夜间经济试点街
区浮出水面，淄川陶瓷风韵、临
淄齐国探秘、桓台“越夜越嗨”
光影斑斓等一批夜游线路产品
推向市场，延长了博物馆、图书
馆、文化馆、城市书房等文化场
所开放时间，城市夜间的烟火
气越来越浓，淄博文旅消费的
夜空熠熠生辉。

拥有“淄博最美公路”的和
尚 房 ，如 今 已 纳 入 颜 神 古
镇——— 红叶柿岩旅游区。与和
尚房村一山之隔的姚家峪村同
样是个好玩的地方。经过护改
开发后，一条穿越时空的“时光
隧道”，将被大山阻隔的两个村
子连为一体，打造出了集吃、
住、游、购多位一体的旅游区。

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齐长
城，与展示博山琉璃起源、传承
和发展的琉璃主题公园，将淄
博最重要的文化组成——— 齐文
化与陶琉文化完美展现在世人
面前。热播剧《绿水青山带笑

颜》在此拍摄，更是帮助当地借
此实现了乡村振兴、自然村落
保护开发、乡村文旅发展和品
牌传播的多元共赢。

在淄博，还有很多秀美之
处实现蝶变重生……

把文旅“潜力股”
变成“绩优股”

淄博正面临着转型发展的
重任，要想实现“弯道超车”，文
旅产业是推动城市和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引擎和抓手。

近年来，淄博顺应发展大
势，解构并重构文化旅游产业
功能，加力实施“文化+”“旅游
+”“文化和旅游+”，加快业态
跨界融合，努力实现人们“求
新、求奇、求知、求乐”的愿望。

8月13日，坐落于齐长城脚
下的淄川土峪村“青未了”（原
名“咏归川”）高端民宿正式开
门纳客，依托土峪村的自然、人
文地理，一幅美丽画卷正向人
们徐徐展开。这是淄博推动文
旅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兴盛
乡村旅游的一个范例。在淄博
还有很多地方，游客都能走进

“原山原水原生态”，听着蛙声
入睡、伴着鸟鸣醒来，体验“原
汁原味原生活”。

文旅发展业态的“新变化”，
也为投资人、运营者提供了巨大
的文旅资源“富矿”。9月19日，
淄博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上，淄
博各区县成功推介路演23个文
旅招商项目，现场签约18个重
点文旅项目，总投资超过百亿
元。此次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影
响之大、投资之巨，在淄博都是
史无前例。

乡村旅游、陶琉古镇、故都
名城、园林文创、影视基地……
在本地和外地的文旅企业和投
资者、创业者雕琢后，淄博绽放
出了耀眼的光芒，这些精彩的

“淄博机会”，让投资者舒心融
入淄博，“潜力股”变成“绩优
股”也就顺理成章。

工业旅游
复活城市老工业资源

工业旅游已成为不容忽

视、不可或缺的旅游项目，在很
多时候也为企业复活、区域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1954”很特殊，它的前身
是淄博瓷厂，在20多年前是一
家名字有点土气、面临破产的企
业，而它在60多年前却曾是淄
博人的骄傲，更是全国陶瓷界瞩
目的焦点。今天，它已经脱胎换
骨，成为国内知名的1954陶瓷
文化创意园。

这片老厂区之所以能够蝶
变重生，得益于淄博近年来深
入挖掘整理工业遗产，加大对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厂区、
老厂房等工业遗址的保护力
度，结合新旧动能转换和生态
环保要求，打造成工业遗产旅
游基地。

11月11日，参加山东省工
业旅游现场推进会暨第三届工
业旅游联盟大会的嘉宾们参观
了位于淄川区龙泉镇的领尚琉
璃文化创意园。

挑料、吹制、塑形、冷却……
制作间里工匠们拿着吹竿，施展
百般技艺，手下的琉璃慢慢成
型，变成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工艺
品，“零距离”体验让人每次来都
有不同的新鲜感和亲切感。如
今，领尚琉璃被省内80多家旅
行社纳入特色旅游线路，接待国
内外游客40万多人，实现销售
额1.12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手
工热塑琉璃生产企业。

在淄博，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老”厂房被改造成博物馆、
文创园，成为工业旅游的“新”
地标。因工业旅游而“复活”的
老工业资源，正向外界讲述着
淄博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
得的累累硕果。

打造齐文化“超级IP”

9月11日，“临淄的蹴鞠
世界的足球”中国齐文化系列
蹴鞠IP动画巨作《蹴鞠小子》大
型动漫发布会在临淄齐文化博
物馆隆重举行，具有世界级名
片的“蹴鞠”实现了IP化。

《蹴鞠小子》一经发布便引
起广泛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
第17届齐文化节的各种应用场
景中。《蹴鞠小子》IP不仅是“蹴
鞠”超级IP的衍生品，也是基于

对临淄特色的深刻洞察而进行
的年轻化呈现，让古齐文化从
无形走向有形，从地方走向
世界。

在这一过程中，IP授权合
作担任着重要角色。

发布会上，山东功夫动漫
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清兰女士
正式向全球范围发起蹴鞠IP授
权合作邀请，诚邀各领域的优
质企业加入蹴鞠IP运营计划，
共同使用IP形象，共创蹴鞠IP
商业生态圈。发布会当天，即
有3家企业在现场进行签约，
宣布加入临淄蹴鞠IP商业生
态圈。

形式创新的背后，是淄博
市对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当前，淄
博正进一步抓住用好齐文化
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深
化与高水平专业化团队合作，
策划实施一批文化产业和文
旅融合发展重大项目，大力发
展创意设计、动漫、影视拍摄
制作等文化产业，打造齐文化
研学游基地，更好地释放齐文
化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
济价值。

对于身在淄博的人们，变
化仍在悄然进行。对于数年来
一次淄博的人们，则往往呈现
出一种突然的惊喜。这些惊喜
聚集起来，就成为淄博的吸引
力和文化软实力。

孔子说：“近者悦，远者
来。”文化必须成功转化为软实
力，进入城市内部和外部人们
的现实生活，才有生命、有意
义，才能形成对智力、活力、效
率、创造力的增强效应，持续推
动城市产业发展升级，最终增
加民生福祉。

淄博已经悄然发生的美
好，让人欣慰。

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齐
文化在国内顶尖文旅产业集团
的助力下，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会在故乡
绘出什么样的图景？即将落户
淄博的万豪、希尔顿等一批星级
酒店，如何构建完整的文化旅游
产品体系？这些，都更让人
期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杨峰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
礼节。”他是在探讨经济和
文化的关系，其言虽简，却
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
视角。

社会文化领域许多有
重要意义的进步，都是不留
痕迹实现的。不过在今天
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进步
总会被感知、被传递，成为
一种隐形的力量。

在淄博这个宜居、宜
业、宜游，有情感、有温度的
地方，很多美好也在不留痕
迹悄然发生，并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和城市品格。

来到淄博，你可以游山
戏水，追寻山更青水更绿绘
就的“诗和远方”；扎进文脉
悠长的厚土，感受浩大深邃
的齐国故都如何打造“超级
IP”；细品火热激情的城市，
触 摸 陶 瓷 温 润 琉 璃 雅
致……你还可以静下心在
城市书房读一本书，参加一
场激情澎湃的音乐会，品尝
一顿回味无穷的美食，了解
一段百年儒商的历史，开启
一段难以忘怀的旅行……

扫描“鲁中
晨报”APP二维
码看更多专题
内容

所有的美好都在悄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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