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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文旅留人“彩蛋”

最终，能留住人的，还得是淄博整座
城市散发出来的魅力，那是和优美自然
生态相辅相成的，一种由内而外溢出的
独特文明气质，而这气质的来源便是文
化熏陶。

新时代的语境下，如何以文脉滋养
城脉，让古老“琴弦”演绎最美“新曲”，引
人入胜？

近年来，淄博深化文化赋能，聚力打
造文化繁荣的现代化新淄博，统筹推进
高品质民生和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提
升，实施文旅惠民20条措施，努力实现
由文化“惠”民向文化“悦”民跨越发展，
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随着淄博市文化中心、淄博市图书
馆、淄博市文化馆、淄博大剧院、博山区
文化中心、高青县图书馆、齐文化博物
院、海岱楼钟书阁等一批高投入、高颜
值、高标准的地标性公共文化场馆相继
建成，淄博目前拥有各级各类公共文化
服务场所3313处，实现了市、县、镇、村
四级全覆盖，形成了布局合理、覆盖城
乡、特色彰显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人均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位居全
省前列的淄博，市民群众对高品质文化
活动场所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整座城
市“腹有诗书气自华”，加上移步换景的
城市风光，淄博正以点串线、以线带面，
从“单一景点”向“综合目的地”转变。“全
域旅游”的淄博，更容易吸引人停下来驻
足慢慢欣赏。

以今年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全省
文旅项目建设将进一步扩容提速。未来
5年，山东将策划实施300个以上重大文
旅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以
实际行动营造山东文旅优良的投资环
境，与省内外文旅企业携手共进，加快推
进文旅项目建设，努力开创全省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

如此良机，淄博岂能错过。留人之道
淄博慢中有快，淄博拟于4月下旬召开
2023淄博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

春雷一响，淄博文旅入场发力。淄
博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炼
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用好用足淄博人文及自然环境禀赋，集
中展示山东文化旅游业取得的新成果，
加快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开新局，推进建设齐文化传承创新示
范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城市，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拓展
文旅招商方式，推动国内国外交流互鉴，
激发市场活力，培育产业发展动能，激发
全民文旅消费热情，进一步促进全市文
旅市场回暖复苏。

提升“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影响
力，向世界展现山东新形象，淄博使命
必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
良栋

淄淄博博文文旅旅，，留留人人有有““道道””
3月26日，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在青岛拉开帷幕，全省文旅项目建设继续以“加速度”起步。地处山东

版图几何中心的淄博，具有相当体量的文旅资源，如今更是一度处在网络流量的中心。“流量城市”变身“留量
城市”，对于今年奋起直追的淄博而言，留人，是在当下或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文旅突破的一个关键抓手。

3月17日博山区文化旅游发展大会，3月21日“乡村好时节·LET’S购”主题年（淄博）活动，如今又在省级文
旅大会上大放异彩，接下来或有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接过接力棒……从一场场文旅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雄
心壮志的淄博，文旅如何留住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

淄博，正站在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的拐点，面对组群
式城市发展既相互独立又彼
此互补的现状，各区县就看
谁能率先站上风口、引领风
向，使“诗”和“远方”更好联
结，使文化旅游的似锦繁花
开满自家院子。

当下的博山和高青已经
开始“播种”，通过一出出文
旅好戏，开始在自家院子中
待客留人。

在博山区文化旅游发展
大会上，博山密集发布了《博
山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博山区支持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博山区征集“五个一”、评选
“五个十”工作方案》，博山旅
游6张地图以及15条精品旅
游线路和8种优惠套餐等系
列文旅产品。博山一系列彰
显特色的文旅品牌大塑造，
以品牌增强了博山文旅的回
味力。

博山位于淄博南部区域
的中心位置，拥有国家文化
出口基地、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中国陶瓷琉璃名城、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多块文旅

“金字招牌”，有历史、有文
化、有生态，在全市区域协同

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近年
来，博山聚焦聚力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打造了颜神古
镇、红叶柿岩、岜山、三水源
等文旅项目，成效显著。

博山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这就
是 其 发 展 文 旅 的 基 础 和
优势。

“我们在老景区、老景点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改造提
升上用力不足，景区新产品、
新业态、新体验开发打造比
较慢，特色化少、同质化多，
有些产品已明显滞后于时代
发展，影响了景区的吸引力、
游客的感受度。”博山区委书
记路德芝坦然正视自家文旅
的短板，而且提出必须要以
游客为中心，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在完善配套设施、提升
文旅品质上下功夫，让游客
在博山玩得舒心、顺心、开
心，真正实现游客“来了不想
走，走了还想来，再来带人
来”。

今年的博山特别注重做
“大景区”，加快推进文旅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功能
互补、业态互融。通过业态
融合整合方方面面的要素资
源向文旅聚集、融合提升、共

同发展，促进吃、住、行、购等
全业态的全面发展。在业态
上不断升级、融合，让各行各
业都融入进来，打造出更有
温度、更具体验性的多元化
发展场景，将短时间的吸引
力转化为长久的“回头率”，
真正把“客流量”变为“留客
量”，真正让文旅成为山城博
山的一张“金名片”。

这，就是博山“慢下来”
和“留人”的显著一招。

高青三面环水，西北两
依黄河，河湖众多、湿地丰
饶，为淄博市唯一沿黄县，是
淄博市黄河旅游之源，是一
座因水而兴、两河共育的文
化名城，是姜太公首封之地、
早齐文化发源地，是“中国黑
牛城”“中国白酒名城”“中国
温泉之城”“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近年来，高青县以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动力，
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促进作用，形成了
文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
域旅游模式。

“慢城”高青的一场“乡
村好时节·LET’S购”主题年
活动贯穿年头和年尾，留人
不在话下。

“乡村好时节”是省文化

和旅游厅聚力打造的乡村旅
游公益品牌，旨在以传统“四
时八节”为时间脉络，以根植
于民间的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为基础，创新打造“时令
性”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
特色品牌。

“高青将以节为媒、以节
会友，集聚人文、民俗、文化、
美食、湿地、大河、春景等特
色资源，综合开展国井封坛
展演、黄河乡村美食宴、黄河
烧烤体验、民间艺术展演、黄
河优品展示、直播带货、游惠
高青、黄河文化主题展系列
活动，为游客提供流连自然
风光，漫步绿色长廊，品味农
家生活，感悟乡愁美景的节
庆盛会。”

高青县委副书记、县长
高原在活动上表示，高青将
承借文旅事业复苏发展的东
风，为全面激活文农旅消费
市场、带动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生机活力。

逛国际慢城，湿地泛舟、
荷塘采莲；看黄河安澜，大河
东去、落日雄浑；住最美乡
村，蓑衣钓虾、稻田听蛙；泡
富锶温泉，品高青黑牛……
高青，光芒四射的淄博黄河
文旅，值得留下来慢慢欣赏。

正剧：留人好戏开场

3月26日，高青在2023山
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上
接受第四批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授牌，高青由此成为淄
川、博山、周村之后，淄博的
第四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开幕式上，高青文旅重
点项目千乘文旅康养项目进
行了签约。27日，淄博主要
领导将在大会上推介淄博
文旅。

步入阳春三月，文旅活
动尤为频繁，紧密的安排也
释放了信号——— 2023年对省
内文旅发展而言格外重要，
对淄博亦然。只有进一步留
住人，变“流量”为“留量”，才
能让文旅发展迎来高光时
刻，淄博抓住了这条规律。

在“文旅淄博”微信公众

号上，一张“全域地图”彰显
了淄博文旅的留人本领。

淄博地处山东省中部，
总面积5965平方公里，总人
口470万。这里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是齐文化发祥地、聊
斋故里、陶琉名城、世界足球
起源地；这里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与自然山水相互交融、
相互辉映，周村古商城、蒲松
龄故居、红叶柿岩、潭溪山等
景区享誉省内外。

文化和旅游既是淄博的
软实力，也是城市发展的硬
支撑。“一天逛不完淄博”“一
些好玩的在别的区县，还没
玩到”“玩不够”……淄博要

“慢”下来，留住人慢慢地品
味“南山北水、东古西商”,留
住人们的消费,淄博文旅才

能生机盎然。
数据足以表明淄博在

“留人”上做得相当不错：
2023年一季度，预计淄博接
待游客1180万人次，同比增
长19.4%，实现旅游总收入
110亿元，同比增长39.2%，旅
游接待人数及旅游总收入分
别恢复至2019年的92.9%、
82.7%。

淄博是怎么做到的？
2023年伊始，以黄河大

集、淄博烧烤为热点的淄博
文旅业态火热出圈，成为全
国瞩目的焦点和爆点，让淄
博文旅在这一轮“吸睛”大赛
中走在了前列。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一
直以来，淄博推动全市文旅事
业快速前进，取得了卓越成

就，重大文旅项目稳步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惠及群众，“文
化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精品文艺创作
等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一出盛
大的文旅盛宴在淄博铺展开
来，只待游客“入席”。

而引游客“入席”，淄博
妙招频出。去年的淄博加快
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建设，举办文旅惠民
消费季活动，市、县两级累计
发放文旅消费券350.8万元，
拉动消费超3000万元。

今年淄博或将继续“撒
钱”给游客，刺激文旅消费，
挖掘消费潜力，为文旅赋能。

地利、天时、人和、策兴，
当下的淄博文旅已经等来了

“雄起”的最佳时间。

预告：一出“留人”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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