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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
领跑文旅加速度

“虽是土生土长的山东
人，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旅游
的好去处。我们来之前是真
没想到博山的雪景这么美，博
山菜如此好吃。”

红叶飘落，白雪又至。从
青岛出发在山东自驾游的张
先生一家，没有赶上红叶柿岩
旅游区的漫山红叶，但是在这
寒冬时节欣赏到了雪落松间、
水汽氤氲的别样景致。可遇
不可求的山间雪景，让张先生
一家感到不虚此行。

“你知道‘三驾马车’吗？
除了我们已经去过的红叶柿
岩，还有颜神古镇——— 古窑村
和三水源，这都是我们在玩的
时候知道的。”1月24日，张先
生骄傲地向记者介绍道。

让张先生惊喜的是，不来
博山不知道，原来这里有那么
多“道道儿”可玩、可看、可吃。
现在在他眼中，博山区可是山
水胜地、文化名城。看来他的
自驾游计划要在博山“耽搁”
几天了。

多点培育，重点打造，博
山区文旅产业的繁花盛放贯
穿了2020年的每一寸时光。
像张先生一样，来到博山区的
众多游客，无不被博山星罗棋
布的文化旅游景点所震撼。
这其中，焕然新生的颜神古
镇——— 古窑村、层林尽染的红
叶柿岩旅游区、风光旖旎的三
水源生态旅游度假区，三驾文
化旅游马车率先挥鞭疾驰，跑
出了博山文化旅游的发展样
板，也将博山区文旅事业发展
推向了新的高潮。

博山区依托优质工业资
源和自然资源，在绿水青山之
中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变现现

有优质资源，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以点带面，营造了浓厚
的文化旅游氛围。

“三驾马车”领跑在前，岜
山、北场花海、九龙峪等40余
个文旅项目集群成片在后，不
断提升着博山文旅产业发展
的凝聚力和竞争力。首个国
家地理营地进驻博山区，“网
红打卡地”属性浑然天成，美
食美器节、红叶节等众多节庆
活动更是大大增强了博山文
旅的曝光率和知晓率。

在“三驾马车”的带领下，
博山区2020年国庆、中秋假期
完美收官。为期8天的国庆、
中秋长假，博山区共接待游客
44 . 89万人次，综合收入达
7182万元。博山高速路口进
入车辆达到22万辆，文旅市场
实现井喷式爆发。

在一房难求、一餐难求、
一车位难求之下，博山区文化
旅游这只“潜力股”秒变“绩优
股”，整个城市从冷清落寞中

“脱胎换骨”。街头巷尾熙熙
攘攘，山间林野欢声笑语，全
域旅游的时代已然到来。

全域旅游打开文旅新局面

“就这么随意地走在博山
的街道上，孝妇河穿城而过，
远看蓝天、青山，近瞧琉璃美
食，怡然自得，好不惬意。”

1月25日，山东理工大学
美术学院大四学生孙彤利用
寒假时间来到博山区，为自己
的毕业设计找寻创作素材和
灵感。但是来了已有几天，孙
彤的毕业设计没有任何进展，
拍照技术倒精进了不少，体重
也快要“失控”了。

“这哪儿是工业城市啊，
分明就是旅游城市嘛，到处都
是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

这谁忍得住。”孙彤说。
如孙彤所言，如今的博山

区已不是当年那个机器轰鸣、
浓烟滚滚的博山。美食、美
器、美景以及厚重的历史文
化，已经在博山区发展全域旅
游，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
转型升级和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浪潮中成了全新“动
力”的代名词，也是博山区成
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底气”。

“‘旅游+’给当下旅游业
提供了新思路，而‘全业态+旅
游’给博山区的未来发展带来
了新出路。”

1月26日，博山区文化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伟告
诉记者，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创建，是博山区以滚石上
山、奋力拼搏的精神，克服种
种困难，全力推进的结果。

在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创建过程中，博山区全行业
抓提升，以重点文旅项目为抓
手，做好“存量”提质和“增量”
提质，夯实创建基础，增加了
博山区文旅品牌硬实力。

全域旅游资源联动统筹，
提升品牌影响力。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创建成功，让博
山区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找到了新的道路。而作为博
山区特色的陶琉产业，更是看
到了行业振兴的曙光。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也是落实突破之年，我们
将抢抓新经济发展的重大机
遇，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出口基
地的品牌优势，提升中国琉璃
之乡、中华陶琉文化城的品牌
价值，着力在‘项目建设、产业
升级、人才培养、产品创新、宣
传推广’五个方面创新突破。”

博山文化研究院院长、博
山陶瓷琉璃中心主任刘莲静

告诉记者，博山区的陶琉产业
将继续引进新工艺、研发新产
品，不断完善陶琉产业发展链
条，打造陶琉产业发展集群，
持续深化陶琉产业的多元赋
能、品牌再造，让博山陶琉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
创建成功，激发了博山区文化
和旅游市场的内生动力，更多
的旅游资源参与其中，成就了
博山区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起
点，开启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新征程。

齐长城保护
蹚出文旅新征途

“文旅产业既是吃‘老天
爷’的饭，也是吃‘老祖宗’的
饭。”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伟表示，文旅
产业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和
历史文化。

根植于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满足新时代消费需求，博
山区文旅产业在“新”和“旧”
的灌溉下展现出勃勃生机。
在对待发展根基和动力的传
统文化遗产上，博山区并未

“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传统文
化的继承和文物保护适应了
文旅产业的发展。在这个过
程中，齐长城再一次重现了往
日的雄姿。

众所周知，齐长城遗址博
山段横亘博山区7个乡镇、26
个村庄，跨经136座山峰，全长
共计78.1公里，见证了博山的
历史变迁，也承载着博山人的
记忆和乡愁。

“为了大幅提升齐长城历
史底蕴、文化内涵、景观特色、
旅游休闲等的线性带动优势，
博山区大力加强了对齐长城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王伟谈

起齐长城来感慨万千。
如王伟所说，博山区在文

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
齐长城的文化底蕴，推动文物
长制的落实，建立区、镇、村党
委、政府负责人层层挂包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长制组
织体系，加强了齐长城本体的
保护性修缮。

齐长城沿线的景观各有
特色，石门景区、岭西景区是

“有故事”的文化遗址，红叶柿
岩依托自然景观融合发展，原
山景区、北场花海更是自然景
观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旗帜。

“‘塑景观、通断点、重文
脉’文旅融合发展策略的实施
让齐长城更好地融入到了文
旅产业发展中。”王伟说。

博山区通过打造文化建
筑及标志景点，利用齐长城这
条大景观轴，将原本被分割的
景区融合，用文化营造和串
联，创造了超高人气的众多博
山网红点、打卡地，形成了虚
实对比、穿越时空的对话，为
文旅融合蹚出了新路子。

“2021年，我们将以更高
标准、更高质量巩固提升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成果，向
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目标冲刺。”王伟说。

回望2020年，累累硕果已
成过往；展望2021年，博山将
在文旅发展之路上大踏步
前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孙良栋 李振兴

2020年，是博山区文化旅游大繁荣、大发展、大收获的一年。
烟火犹存的颜神古镇——— 古窑村、移步异景的红叶柿岩旅游区、山清水秀的三水源生态旅游度假区、古朴蜿蜒的齐长

城……博山区因四时而变的风物景貌，源远流长的颜神文化，它们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深厚底蕴。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博山区文化旅游工作以“一个目标、三个聚力”为战略部署，以发展全域旅游为指引，狠抓项目建

设，繁荣公共文化，精准宣传营销，攻坚克难、奋力拼搏，终在2020年得以全面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文旅之都建设也因此实
现了飞跃式前进、跨越式发展。

文旅之都的博山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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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柿岩旅游区←在陶琉古镇，琉璃匠人向游客展示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