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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优质的文旅内容，可以是吸
粉的爆款，但不应该是单纯的流
量狂欢；可以是细水长流的文化
输出，而不应该是爆后的昙花一
现。所以，高青接连推出了一系
列以“黄河文化”为内核支撑的大
活动。

7月16日，山东省“夏季黄河
大集”暨高青第六届黄河文化旅
游季启动，沿黄九市“手造”联动，
非遗手艺同场竞技，黄河文化沃
土里开出的乡土手造之花，引发

了一波盛夏的火热国潮。
7月29日，第二届山东·高青

龙虾节开幕，首次以三个分会场
同时开启的形式，拉开了龙虾节
的大幕。清水小龙虾是高青的地
标产品，小龙虾的养殖更是高青
的特色产业，黄河水里养出的乡
土产品，却是夏日美食圈的“顶流
明星”。

除此之外，高青还接连举办
了黄河“大安澜湾”文化智汇论
坛、“齐风水韵 盛世安澜”2023

淄味黄河大集、山东乡村好时节·
LET’S购主题年暨高青旅游攻略
大赛等活动，以主题活动为文化
载体，高频次地推动了黄河文化
的热度。

为什么高青要把搞主题活动
作为塑造文旅地标的指标之一？

高青县委书记刘学圣曾直
言，这几年文旅活动也设计了不
少，但缺乏出圈的、大量吸粉引流
的爆款。只有打造出“爆款”精品
产品后，才能形成市场冲击力和

虹吸效应，把游客的眼球吸过来，
把人带过来，只要有了人，其他行
业也必定会带动起来、发展起来。
可见做大活动的目的之一就在于
聚集人气、拉动消费，带动乡村
振兴。

如何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
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如
何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黄河文化的弘扬需要以活动作为
载体，让各类文化作品展示出来，
带动文艺创作的繁荣；让更多老

百姓参与进来，好让了解、听懂、
会讲黄河故事的人广泛起来。

所以说，“乡土”和“潮流”可
以彼此成全，“跨界”的标签可以
形成文旅发展的合力，在“大视
野”“大项目”和“大活动”的共同
作用下，万里黄河的文旅新地
标——— 高青正在崛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晓宁 见习记者 张雨桐
田新艺 通讯员 王克军

万里黄河的文旅新地标是如何塑成的
高青县常家镇欣庙村的曹福勇，养了20

多年的梅花鹿。最近，这个养鹿专业户有了
个新想法，就是在家门口建起一个“萌宠乐
园”，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抱着他的小梅花
鹿拍张照。

刘春家村75岁的刘启山，年轻的时候像
他的父亲和爷爷一样，都是黄河上的摆渡
人。如今他的儿子在黄河边开饭店，以黄河
的鱼为特色，招待八方来客，爷孙四代是地
地道道的黄河人家。

百里黄河，万亩湿地，黄河是高青人的
福地，也给高青人带来生计，既孕育得了大
开大合的厚重历史，也承载得下文农旅融合
的九曲安澜。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之下，
高青具备了“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文旅根
基。那么在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审视下，这座黄河小城是如
何努力“营业”，让自己成为万里黄河沿岸的
文旅新地标的？

大视野下的“居安”与“致远”

高青地处淄博最北，发展“偏
科”、底子偏弱，明明可以甘于安
澜之稳，却偏偏喊出了“黄河不敢
小高青”的发展志气。而要在经
济发展的格局上勘探出应时应景
的文旅方向，就要站到足够的高
度和维度上。所以，高青文旅的

“大视野”，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站在“圈内”看“圈

外”。
沿黄廊道，既是生态长廊，也

是文旅元素的活跃区域。《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中指出，要立足黄河流域乡土
特色和地域特点，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鼓励有条件地区建设集中
连片、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融入黄
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风

貌。所以高青文旅的第一个着眼
点，就是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
从“黄河风情带”项目，到“乡村好
时节”活动，从千人“黄河大合唱”
到博物馆里的黄河故事，高青的

“沿黄”视野里，既有着“串珠成
链”的理性规划，也有着“落霞”与

“孤鹜”齐飞的感性情怀。
2023年是高青的“对接省城

年”，“通天达海”的交通区位优势
激活了对接省城的“上半场”。7
月，一场沿黄九市的“手造”联动，
直接让高青和济南在文旅融合上

“亲密接触”。高青在融入省会经
济圈上的努力还在继续，正所谓

“背靠大树好乘凉”，成为济南的
后花园，是高青着眼“圈外”的又

一发力点。
另一个层面，则是站在“高

岗”看全域。今年上半年，高青成
功创建成为本年度十个山东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之一，这与其提出
的“全域共建，主客共享”的理念，
以及打造“一群一带四片区”的文
农旅格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主客共享”可以解构为本地
居民和外地游客在城市中的“宜
居、宜业、宜游”。主客共享，意味
着实现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
无差别服务，游客的代入感更强，
能够更好融入本地生活。比如在
芦湖街道的万亩荷塘，游客既可
以捞龙虾、吃龙虾，还可以看荷虾
共生、稻虾共养的特色养殖方式；
比如在田镇街道烟火气十足的希

望路，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都能
来上一场夜宵的狂欢，吃黑牛烧
烤、品清水龙虾，在霓虹闪烁里，
将本地美食一网打尽。

对于高青来说，具有自身文
化标签的跨界融合是难以被模仿
的，以黄河文化为基因，实现文农
旅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一群一
带四片区”的文旅发展格局如大
鹏展翅，将全域旅游的版图抖落
开来：以县城为中心的文农旅融
合集聚群，百里黄河长廊风情带，
加上南部早齐历史文化体验片
区、北部生态湿地度假片区、东部
农旅双链样板片区、西部田园农
牧风情片区，形成景区景点精品
化、城乡建设景观化、全域环境生
态化、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文化旅

游空间布局。
养了80多头梅花鹿的曹福

勇，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从“农”的
单打独斗，开始有了走向农旅的
融合梦想。75岁的刘启山，曾经
凌晨3点就撑杆河上，摆渡着买卖
人和他们的自行车、货品去赶集
做生意，如今他的儿子在家门口
就能做生意，炸荷花、炒荷叶、炖
梭鱼、蒸鲤鱼……都是立足于本
地自然资源的特色。黄河沿岸的
旅游项目建设为他们带来源源不
断的客源，在文旅的大视野下，小
个体也在不断前行，共同的远方，
让文旅产业的红利持续释放。

上半年，高青旅游人次突破
180万，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4.5
亿元。

大项目中的“场景”与“爆款”

8月11日上午，在黄河楼露
营地，一座座白色的帐篷在草地
上投下一块块小小的荫凉。一家
布展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桌
椅，负责人朱女士说当天晚上，

“青鸟计划”的大学生们即将在这
里举办结业典礼，顺便在夜风吹
拂、灯光辉映下，开一个属于他们
的小型音乐会。

有着资深婚礼布展经验的朱
女士说，除了小型音乐会，这片露
营地将来也可能是年轻人举办户
外婚礼的好选择。虽然户外婚礼
目前还是属于小众、高端群体的
需求，但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年轻
人举办婚礼的“新潮向”。

黄河楼露营项目占地150余
亩，铺设了100余亩的草坪，用于
搭建帐篷，进行帐篷露营；目前还
搭建了16套装备式的四合院民
宿，已经全部完成装修，待客入
住；另外还在小景区里配置了房
车营地。届时，烧烤音乐节、啤酒
音乐节、美食节等带有潮流化、年
轻化元素的活动会轮番上演，“露
营+”的形式可能会带动黄河岸
边新一波的流量风口。

黄河楼露营项目其实是天鹅
湖罗曼园黄河风情带项目中的

“一员”，天鹅湖罗曼园黄河风情
带项目是近年来高青体量最大、
关注度最高、群众期盼值最强的

文旅项目，位于高青县常家镇，占
地520亩，总投资10亿元，项目与
周边黄河安澜湾、天鹅湖慢城、艾
李湖生态湿地、蓑衣樊村等文旅
农旅资源整合联动，可以说在布
局上起到化零为整、串珠成链的
作用，各个景区之间不但互为优
势和补充，还能将原本零散的吃、
穿、住、玩等业态集聚起来，打造
出“去商业化”的“露营+”“公园
+”等消费场景，让游客更加有

“代入感”，从而形成黄河风情带
的“吸客体质”。

文农旅融合，讲究的是长效
发展，但要吸粉，靠的是“短平快”
的形式。这里的“短平快”，就是

常家镇在项目打造上寻找的“爆
款”，考验着官方的“造节”功力。

“罗曼园中的古堡、露营地的
音乐节，建成后可能就是我们在
寻求的流量‘爆款’。”常家镇副镇
长周伟说。

除了天鹅湖罗曼园黄河风情
带项目，一批文旅项目正在高青
扎根发芽：刘春二期项目开工，黄
河畔生态智慧庄园完成建设，渔
光小镇项目有序推进，这些项目
在文农旅融合的同时，不断升级
着高青沉浸式乡村游的副本。

这些项目的田园密码，是给
城市人以“呼吸感”。这种“呼吸
感”，是与自然同频共振——— 星星

出来了就席地而坐欣赏，风来了
就任其撩动头发，感受田园，又融
入田园；感受时间，又忘记时间。

“天鹅湖罗曼园项目可形成
‘两个半小时车程’的旅游圈，吸
引周边地区到高青微度假。”常家
镇镇长王荣洁说，在她的心中，也
有着比较理想的文旅产业蓝图，

“全镇有至少一家文旅龙头企业
的带动，提升整个区域的文旅审
美和规范化运营；在龙头带动引
流下，本土的小民宿、小餐饮店提
档升级、健康发展；村民们家家户
户有事干，优美的村居环境，好的
村风村貌，最终达到民富、村富、
财政富的目标。”

大活动里的“乡土”和“潮流”

黄河楼举办节庆活动。

黄河风情带露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