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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焕新的淄博实践

坚持求新求变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刚刚过去的金九银十，淄博文
旅业上演着关于丰收的精彩
故事。

2023中秋国庆假期，潭溪
山旅游度假区迎来游客超过10
万人次；不到一个月的红叶季，
红叶柿岩景区接待游客20万
人次。

飘红的数字背后，是淄博
景区努力求新求变，不断迭代
升级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从观光休闲的1.0时代，到
奇特体验的2.0时代，再到生态
度假的3.0时代，自2010年正式
开业运营以来，潭溪山的焕新
蝶变之路从未停止过。

从前些年的森林木屋、千
米速滑道、高空玻璃桥，到近
些年的空中玻璃漂流、星洞传
说、齐长城清川上野奢探险度
假营、大裂谷高空威亚等，该
景区始终以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为主线，在打造新场景、新
体验、新玩法方面不断创新实
践。潭溪山将“生活美学”、自
然教育、全龄研学等理念和体
系不断融入到景区之中，以内
容赋能文旅，强化运营和单品
财务模型，重构营销和品牌
矩阵。

景区提升是旅游行业的常
识性话题，也是景区管理运营
的常态化工作。当前，传统景
区想要更好地留住游客，吸引
游客，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
假区党委书记黄国梁觉得需要
做到五点：一要精准定位，打造
景区核心吸引力；二要重视文
化挖掘，打造超级产品IP；三要
创意加成，推动文旅景区产品
设计重构；四要运用数字文旅
技术推动智能+系统建立；五要
探索“夜经济”模式，推动景区
文旅消费。

的确，面对游客日新月异
的文旅消费需求，淄博各大景
区不断完善配套，扮靓景区，以
用户思维持续提升游客体
验度。

目前，潭溪山拥有5个地标
性体验项目，5家度假酒店，4个

主题餐厅，10余处超市、咖啡
厅、奶茶店等，在这里完全可以
满足一站式度假体验。“为一座
酒店赴一座城”，潭溪山做到
了。齐长城清川上野奢探险度
假营的落地吸引了很多人关
注，自今年春节至6月份的统计
数据显示，已有山东省外21个
城市的旅客为这座酒店赴约
淄博。

红叶柿岩则打造出了春季
踏青赏花、夏季夜游狂欢、秋季
醉美红叶、冬季冰雪童话的“四
季景区”。除了游玩，研学、大
客户团建、年会及露营、派对、
音乐会、自驾游、运动赛事等多
种定制化需求，在这里都能得
到满足。

近年来，周村古商城先后
推出过大年、元宵花灯会等特
色活动，还原了黄包车、拉洋片
等传统民俗，策划了鸣锣开市、
乾隆观灯等情景表演，而且打
造影视拍摄基地以及老字号集
聚地，让游客深度体验当地文
化。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超
过400万人次。

今年9月，济潍高速太河段
通车，潭溪山趁机策划推出了

“高速通往潭溪山”系列活动，
积极进行引流推广。“借力济潍
高速聚力创新推动景区发展跑
出加速度。”潭溪山景区创始人
侯纪山说，近年来，潭溪山积极
应对疫情后时代变化，坚持修
炼内功，先后完成了景区大小
项目累计10项的建设与整改，
2022年正式以打造“国内知名
精品景区”为发展目标，全面进
入多IP产品打造与运营管理的
文旅精品时代。

“今天的这座城，正在以一
种全新的姿态蝶变、更新和发
展。”11月7日下午，在景区度假
区迭代升级发展专题会上，周
村古商城作为山东省景区度假
区迭代升级重点项目代表之一
进行了现场推介，“建设内容包
括品牌餐饮、民乐戏院、文化主
题酒店、主题餐饮街区、民宿组
团、夜经济组团等”。除此之
外，周村古商城还计划打造沉
浸式主题文化造景项目。

求新求变的淄博文旅故

事，还在继续。

下好全域“一盘棋”

“今年淄博爆火之后，整座
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大景区，它
引领了一种新模式就是处处都
是景区，可能一个小街小巷都
变成了一个景区。”山东文旅景
区投资集团首席运营官、山东
天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刘子腾将“景区”扩
大到了全域旅游的概念。

全域旅游是把一个区域整
体视作一个旅游景区，对区域
内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
要素进行统筹规划，而传统意
义上的各个旅游景区及其配套
设施，只是全域旅游中的一个
构成要素。

湖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永彪
在这次景区度假区迭代升级发
展专题会上也指出，三年疫情
迫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产品和
需求之间的关系，目的地吸引
物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外延在
不断拓展，已经进入“一切皆文
旅，文旅赋能一切”的时代，城
市中心也能成为“微度假”目的
地。针对目的地建设，要加大
产品创新力度，建立目的地文
旅产品体系，大力发展大众旅
游、城市旅游、度假旅游，增强
目的地吸引力。

为了顺应全域旅游时代，
近年来淄博政府部门发挥统
筹、引导、监督、推动的作用，创
新打出一系列反映当地资源禀
赋、地域特色、文化传承的节庆
活动“组合拳”，激发文旅发展
活力，赋能景区发展。

幸福赏花季、黄河文化旅
游季、黑牛节、龙虾节、帐篷露
营节、全民才艺展演……在
2022年，高青办好了黄河节庆、
美食节庆和文化节庆，实现了
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成为
省内涌起的旅游新热点、新
潮流。

博山也在2022年特别提出
“全面打好文旅融合攻势”，并
先后成立3个工作专班，抓产
业、促落实，让文旅动能蓬勃释

放。同时，文化旅游“点、线、
面、圈”建设全面推进，进一步
串珠成链、联合推介、捆绑营
销，推动单一景点游向全域旅
游的“大消费”转变。

淄博爆火现象也引起了与
会专家的热议。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
中心主任、文化和旅游部十四
五规划专家会委员、国际旅游
研究院院士吴必虎是第一次来
淄博，他在参加景区度假区迭
代升级发展专题会上作主旨演
讲时认为，淄博火爆出圈的现
象背后是多部门运营协同的结
果。这次火爆，淄博市乃至整
个山东省成功地接住了流量，
借势出台各种政策和行动，持
续放大流量效应，进而更深度
地传播“好客山东”旅游形象、
提升城市吸引年轻人指数、借
机改善营商环境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必
虎也给淄博继续保持长红支了
招：尽管淄博像今年上半年那
样爆火的状态不可能长久保持
下去，但是那种人间烟火气，当地
政通人和治理城市的方式，以及
对待外地游客的坦诚态度，是可
以持续的。众所周知，全国每个
省份都希望把自己变成旅游目
的地，旅游目的地的竞争也是非
常内卷的，所以哪个城市最终赢
得游客，关键看你的态度和接待
客人的方式。

政企间的双向奔赴

景区走好迭代升级品质焕
新之路，需要政企携手。

去年，淄博市文化和旅游
局就确立了“3176”的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思路，重点聚焦景
区提质升级和文旅新业态培
育。2023年，淄博市又开展了
景区品质提升行动，印发《淄博
市A级旅游景区品质提升行动
方案》，从基础设施完善、服务
质量优化、管理能力系统、旅游
业态创新、宣传营销赋能、旅游
安全固本等六个方面开展品质
提升行动。

多管齐下，收效显著。天
鹅湖国际慢城获评2023省级智

慧旅游样板景区，周村古商城、
潭溪山旅游区获评2023省级公
共服务设施提升示范景区，天
鹅湖国际慢城和马踏湖国家湿
地公园还被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生态环境厅联合表彰为省级
生态旅游区。

更难能可贵的是，淄博市
高等级景区培育工作取得新
进展，周村古商城顺利通过国
家5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
审，岜山中医药健康旅游景
区、齐文化博物院顺利通过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
审。结合淄博爆火的热度，今
年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接收18
家景区的创建申请，指导景区
对照标准改进提升，实现以创
促建、以创促管。同时，高标
准改造升级14家4A级景区、
48家3A级景区。

进入2023年，淄博抢抓消
费市场加速回暖机遇，不断放
大流量叠加效应。特别是在淄
博火爆网络后，精准打好引流
与分流“组合拳”，建立提振消
费联席会议机制，打造“您码上
说·我马上办”等平台，开通公
交专线，有效把“流量”转化为
消费“留量”和增长力量。与此
同时，将流量植入“吃住行游购
娱”各环节，推出红色教育、工
业遗址、考古研学等系列特色
文旅线路，策划“追光海岱楼·
奇妙淄博夜”等特色活动，塑造

“五彩缤纷”印象、拓展“悦享淄
博”体验……

黄国梁认为，淄博的突然爆
红，使得淄博给全国各地文旅景
区塑造了一个“放心旅游”的模
板，真正吸引游客的，实际是服
务至上，满足每个游客旅游消费
的最本质需求——— 全链条合理
消费，公平对待。他指出，主流
景区想要变“走红”为“长红”，单
靠流量加持，网红效应并不可持
续，大波流量从天而降，如何接
住，如何延续，才真正考验一座
城市和一个景区的实力。

相信，随着政企之间有温
度、有力度的双向奔赴，淄博文
旅未来可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于魁

““展展示示了了新新经经验验，，开开拓拓了了新新视视野野，，提提供供了了新新思思路路…………””
参参加加完完景景区区度度假假区区迭迭代代升升级级发发展展专专题题会会，，淄淄博博当当地地不不少少文文旅旅从从业业者者感感觉觉收收获获颇颇丰丰。。
1111月月77日日——88日日，，中中国国文文旅旅企企业业合合作作发发展展大大会会在在淄淄博博举举行行，，这这个个专专题题会会是是其其中中的的一一项项重重要要活活动动，，文文旅旅业业大大咖咖汇汇聚聚一一

堂堂，，共共商商景景区区度度假假区区迭迭代代升升级级大大计计，，共共谋谋文文旅旅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未未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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