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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提升城市品质
润物无声扩大“朋友圈”

淄博文旅这一年

创新发展———
牵手灵山集团筑造齐风胜境

12月10日，备受关注的第
十八届齐文化节暨第十二届齐
文化博览会盛大开幕。作为淄
博市一年一度的节庆盛会和文
化大餐，齐文化节已连续举办
了十八届，成为淄博走向世界、
世界了解淄博的重要窗口和传
播平台。

“齐文化节是传承和弘扬齐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交流
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要
充分发挥齐文化节这个平台作
用，必须扎实做好齐文化的传承
弘扬和转化创新文章。”临淄区
委书记朱正林如是说。

身为齐国故都和齐文化发
祥地的淄博，长期以来一直在
谋求齐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但现有的展示载体与齐文化璀
璨的历史地位并不匹配。在

“凤凰涅槃，加速崛起”已成为
淄博转型发展关键词的当下，
如何实现齐文化破题，让这座
工业老城变身“文旅新城”，一
直是淄博思考的重要命题。

齐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项
目，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工
程，而由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
团操刀的齐风胜境、齐国故城
考古遗址博物馆及周边重点项
目，则无疑是淄博齐文化传承
创新发展的开山之作。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晓红表示：“我们
要加力实施齐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扩大齐文化影响力，塑造齐
文化超级文化IP，提升城市文化
软实力，将淄博打造成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国家级标杆城市。”

为此，淄博市引进省内外16
家考古勘探资质单位，积极配
合500余项重点项目建设，成功
保护了临淄齐国故城、临淄墓
群等一批文物古迹，实现了文
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政府层面的创新引领，焕
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对外，与景

域驴妈妈集团签约淄川聊斋文
化建设项目，与乡伴文旅集团、
青岛泽灵文化、保利文旅、首清
奥旅等10余家公司签约合作
项目；对内，着力推进华侨城旅
游综合体、中华传统民俗文创
园等56个重大项目建设，中国
国家地理·淄博营地项目建成
营业……

文旅产业是人民群众参与
度高的幸福产业，发展空间大，
渗透性强，开放度高，可和不同
行业融合，以“文旅+”的形式
延伸产业链，淄博文旅凭此不
断培育新项目、壮大新产业，源
源不断地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
新的、“好玩”的亮点。

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
度，淄博市接待国内外游客
4102 . 99万人次，同比增长
87.19%，实现旅游总收入477.68
亿元，同比增长88.94%。

诚意惠民———
“齐惠游”“消费季”
贡献淄博模式

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的
关键所在就是惠民，怎样才能做
到最大限度惠民，是一道必答题。

注重顶层设计，采取政府主
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的工作机制，区县形成联
动，这既是淄博文旅惠民消费季
良好的工作机制，也是2020年
12月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后，经过多方
努力打造出的“淄博模式”。

今年4月10日，2021年淄
博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暨

“齐游淄博”文旅活动年启动仪
式在唐库文创园举行。与往年
相比，本届消费季补贴比例由
20%提高到30%，淄博市财政
统筹补贴提高到400多万元。

今年11月，历时7个月的
2021年淄博市文化和旅游惠
民消费季落幕。截至目前，通
过银联“云闪付”APP发放37批

“惠游淄博”文旅惠民消费券，
补贴范围涵盖文化旅游、文艺
演出、图书报刊、传统工艺等

126家文旅行业企业，核销消
费券金额412.99万元，直接带
动消费2306.63万元。

与此同时，为了推进淄博旅
游产品“串成线、连成片”统筹发
展，促进吃、住、行、游、购、娱整
个文旅产业链条全面繁荣，淄博
于9月26日推出了“齐惠游”旅游
年卡。为了让“齐惠游”旅游年
卡更加惠民，惠民消费季组委会
发放30万元淄博“齐惠游”旅游
卡定向券，凡领取定向券的市
民，可在购买“齐惠游”旅游年卡
后减30元，即69元就可买到“齐
惠游”旅游年卡。1万张“齐惠
游”旅游卡定向券，发出不到5小
时就被一抢而光……

“齐惠游”旅游卡发行方提
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22
日，潭溪山旅游区、齐山风景
区、周村古商城、梓橦山景区、
沂源鲁山森林公园、玉黛湖生
态乡村庄园、淄博动物园等热
门景区使用数达到了4000人
次以上，蒲松龄纪念馆、原山国
家森林公园等十几个景区用卡
次数也达到了千次以上。

11月29日，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一批省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周
村古商城、唐库文化创意产业
园入选，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
淄博“夜经济”的发展。

跨界突围———
百项非遗项目“驶上”高速路

12月4日，以“匠心手造 共享
非遗”为主题的山东省第五届非
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如约而至。
与往年不同，此次展会的举办地
选在了青银高速淄博服务区。
这是继11月18日淄博市文化
和旅游局与山东高速服务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签约“文旅+服
务区”产业融合战略合作后，双
方的再次联手。在“文旅+”跨
界融合的大潮下，一个以“非
遗”为主题的“文旅+服务区”
产业融合模式横空出世。

这样的跨界融合让100余
项非遗项目“驶上”高速路，迎

来发展新赛道的同时，也在人
流车流集聚的“高速圈”内打开
了一个了解淄博乃至山东非遗
文化的窗口。

周村烧饼制作技艺传承人
王春花对此次展会感慨颇深：

“非遗文化、项目以及产品大多
比较传统，这次展会场地设在高
速公路服务区，能让更多人看到
非遗传承的创新性改变，同时也
寓意着非遗文化的发展能够搭
上‘高速快车道’加速发展，这对
非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截至目前，淄博市共拥有
国家级非遗项目14项、省级非
遗项目73项、市级非遗项目
269项，形成了完备的国家、
省、市、县（区）四级名录体系。
当数量众多、体系完备的非遗
项目遇到不断创新的传播形
式，跨界融合浪潮下，非遗“IP
化”突围之路正被期待。

“我们的目的是借此跨界融
合，为淄博乃至山东非遗文化
提供一个更好的交流传播渠
道，进一步擦亮非遗品牌，让更
多人看到知道它们、了解它们、
共享它们。”淄博文旅方面表示。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
“文旅+”产业跨界融合诸多探
索的推进，努力探索非遗项目
保护、非遗文化传播的淄博乃
至山东，也将走出一条新“非遗
IP化”突围之路。

有解思维———
城市书房让市民“诗意栖居”

掩映在青翠树林中的淄博
人民公园城市书房，是牛湘荷每
天的“打卡地”。为了备战考研，
她经常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天。
书看久了，站起来望向窗外公园
里的绿色，让眼睛和心灵一起放
松。“这儿离家很近，安静舒适，
志愿者的热情服务，给我一种家
的温暖。”牛湘荷的这种温暖来
自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城
市书房建设的“有解思维”。

如何引导全民阅读，创建
美学空间，提升城市品质？淄
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借助社会力

量打造“家门口的图书馆”———
城市书房。城市书房提供公开、
公共、共享的高品质文化空间和
交流平台，满足了人们追求优
雅、高品质阅读环境和氛围的
愿望，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
效能，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发
展带来了新方向，为淄博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打造20分钟文化
健身圈、助力“书香淄博”“文化
名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文化支撑。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淄博
市文化和旅游局建成“城市书
房+”新型公共阅读服务设施
92处，接待读者200多万人次，
流通图书80多万册次，举办阅
读推广活动150余次，真正做
到让公共阅读融入百姓生活。
这座“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
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的城
市，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好学
之城”。

“未来，淄博将在文旅项目
推进、特色旅游线路打造、时尚
节会培育、文旅夜经济提升四
方面发力，全力提升淄博文旅

‘好玩’品质活力，打造‘好学、
好看、好吃、好玩、好创业’的

‘五好城市’，形成近悦远来的
强磁场，为答好建设高能级城
市新答卷助力赋能。”李晓红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今的淄博，依然显出了
与众不同的气质。当你站在淄
博新区的标志性建筑海岱楼
上，眼前的古色古香与周围的
高楼大厦乃至远方若隐若现的
叠嶂山峦浑然一体，这片土地
的厚重与鲜活、古老与现代、融
合与创新交织在一起，迎面扑
来，这座正在凤凰涅槃、加速崛
起的城市，正在以文旅为纽带，
悄然无声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目光。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景阳 王继洋

“不管外面有多美的风景，有多好的东西，你永远想回来，一是割舍不下家乡情怀，二是淄博确实越来越好了。”说起家乡淄博文旅事
业的发展变化，全国知名短视频创作者朱一旦感慨万千。

正如朱一旦所言，以“五好城市”为美好愿景的淄博正变得越来越好，且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直至入选了2021全国网红城市百强榜。
变化背后，是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不断助推这座城市的文化旅游进入注重“旅游体验”的3.0阶段：一方面，文化使旅游产品更丰

富，提高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促进淄博市文化高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流动的旅游活动激发了地域文化的活力，并助推淄博市文
化传播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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