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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多云转晴，西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西北风3～4级，8～20℃ /
30日，多云转晴，东南风转东北风3～4级阵风6级，8～22℃ /
31日，晴间多云，南风3～4级，8～28℃

告别尴尬 博山请来“文旅天团”支招
“如饥似渴，甘之若饴，生怕漏听了一个字。”3月25日

晚上10点40分，在位于淄博颜神古镇的一间会议室里，博
山区委书记路德芝在座谈会最后这样说。

当晚，博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12位业内大
咖被安排坐在会议室上座。主持会议的路德芝说：博山区
各大班子、镇（街道）、相关区直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
我们就是学生，今天不想听表扬的话，就希望各位专家给
博山文旅提提意见。

大咖们也被博山方面的坦诚所感染，熟悉博山文旅的
他们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制约博山文旅更好发展的

“症结”，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开出了“良方”。结果由于内容
过于丰富、“干货”太多，只有5位大咖完成发言。原计划晚
上9点结束的座谈会，一直“拖堂”到晚上10点40分。总计
210分钟的时间，博山方面只占用了约3分钟。为了不耽误
第二天召开的旅游发展大会，博山方面只能在意犹未尽中
结束会议。

告别群山无峰的尴尬：给游客一个过目不忘非来不可的理由

如果说起成都的旅游名片，
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
熊猫、火锅。如果说起博山的旅
游名片，恐怕很多人都要思量一
番：红叶柿岩？陶琉？博山菜？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就能代表博
山文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缺乏一个核心品牌，或者说缺乏
一个让游客过目不忘、非来不可
的理由，正是目前博山文旅面临

的一个问题。座谈会上，几位大
咖不约而同谈到了这一话题。

“博山有世界级的旅游资
源，比如齐长城。要讲好历史文
化故事，特别是齐长城的故事。”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
山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首批专
家陈国忠认为，在移动互联网传
播的时代，博山区要抓紧整合资
源形成一个博山文旅的核心品

牌，把散点的景区传播变成聚焦
的品牌传播，围绕这一核心品牌
打造文旅产业链。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自驾游
与房车露营分会副会长、山东省
自驾车旅游协会会长谢英民也
说，目前博山文旅还处在“有山
无峰”的状态，要尽快树立起一
个至少能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
让各文旅企业、景区都在这座

“高峰”周围聚集。这座峰就是
博山的最大流量，但游客来到这
里并不是光看这座峰，所以其他
的山也要能接得住流量。

此外，中国旅游协会营销分
会特约顾问、原淄博市旅游局副
局长荆茂彬表示，文旅核心品牌
的相关元素应该融入到城市建
设的各个领域，大到城市建筑，
小到路灯杆、垃圾桶，都应该有

体现这些元素的内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博山区

未来一段时间将重点围绕陶琉
文化、山地石屋、工业遗存这三
种文旅资源，进行文旅核心竞争
力的集中打造。这三种资源，要
么是博山独有的，要么是能在全
国叫得响的，值得政府和业界共
同发力。

“每年来踏春赏景的人挺
多，但是他们看完就走了，形不
成流量经济。周边这几个村可
以说是守着金饭碗没有饭吃，集
体经济都比较薄弱。”在3月25日
下午的现场观摩中，博山区域城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房磊说。

作为当天观摩的第二站，
域城镇上恶石坞村是电视连续
剧《绿水青山带笑颜》的取景地

之一，这里毗邻红叶柿岩景区，
风光秀丽。但此前由于交通不
便、基础设施条件差，游客来了
也没什么可玩的，只能是看看
风光，导致留不住人。为了破
解这个难题，博山区引进了一
家投资商对该片区进行整体打
造，大力探索“村、企、户”联动
的发展模式。

为了配合项目建设，域城镇

在交通部门支持下对片区主干
道进行了升级改造，争取打造山
东“最美乡村路”“最美文旅路”；
在农业部门支持下争创省级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已争取到2000
万元的资金；利用该片区独有的
国家级传统古村落资源，争创国
家级古村落建设示范区，已争取
到3000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山
地石屋的保护和利用。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民宿研究学
会会长孙凤芝格外关注一个城
市的住宿品质，她坦言，博山的
住宿条件近年来提升明显，但依
然不能算高，多数景区依然在做
传统的旅游产品，缺乏吸引人的
地方。她认为，抓文旅发展的同
时，一定要抓好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比如住宿的品质，比如景区

的WIFI覆盖情况、停车的智能
化等，都是影响文旅品质的重要
因素。

从发生在上恶石坞村的变
化来看，进村道路的提升、特色
民宿的打造，乃至于村里的整洁
程度，都有了明显变化，山村的
吸引力和承接大流量的能力有
明显提升。

告别过夜率不高的尴尬：品质提升已迫在眉睫

在座谈会上，多位嘉宾不约
而同地谈到文化的活化问题。
无论是孝妇颜文姜的故事，还是
齐长城的故事，抑或是陶琉文
化，嘉宾们都觉得在这方面博山
大有文章可做。

对于观摩第一站老颜神美
食古街，荆茂彬给出了高度评
价，他觉得这就是一个把博山美
食文化活化的成功案例。在这
条“通而不畅”的街上，人们不但

能吃到博山特有的美食，还能近
距离看到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
能听到这些美食的起源故事。
他认为，文旅不是简单的文化加
旅游，而是要实现文化能旅游、
旅游中有文化。

陈国忠则表示，博山菜是鲁
菜中最有故事性的，要把博山菜
的好食材、传奇故事讲好。孝妇
颜文姜的传说、陶琉制作技艺也
是如此，要通过演艺、大师讲述

的方式，把这些“在地文化”活
化。只要内容够精彩，在当今的
游客群体中，能“为了一出戏，奔
赴一座城”的人大有人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
术系教授、玻璃实验室负责人，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玻璃艺术专
业委员会主任关东海则认为，
目前博山的陶瓷和琉璃制品依
然以工艺品为主，这一情况应
该尽快作出改变。他以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为人民衣食住行
服务”的理念给博山的陶琉产
业提出了建议：应该让陶琉更
多地去联结人们的日常生活，
开发更多同时拥有文化属性和
实用价值的产品，而不是仅作
为工艺摆件。

对于拥有丰厚文化积淀的
博山，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宋爱香也寄予厚望：
希望博山系统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创新，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把散落在博山的每一处工
业文化遗产、革命文物遗址、名
城名镇、古村古树都规划好、保
护好、利用好，做到精准阐释、精
美呈现，打造更多具有博山特色
和文化标识的文旅融合新产品、
新业态，让老城区焕发“新生
命”。

告别文化和旅游脱节的尴尬：让大师们和故事活起来火起来

告别客户群体模糊的尴尬：从颜神古镇到最美旅游公路

3月25日的观摩恰逢一股冷
空气到来，气温骤降，淅淅沥沥
的小雨让往日热闹的颜神古镇
变得有些冷清。在景区入口处
的一家摄影馆，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进入3月份以后，店里的生意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特别是“三
八”妇女节前夕，到颜神古镇体
验汉服出游、拍摄古装大片的年
轻人络绎不绝。在这里，提供摄
影服务、汉服租赁、汉服妆造的
商家越来越多。

在座谈会上，博山文旅目标
客户群体不明晰的问题，也是嘉

宾们重点讨论的话题。对此，有
两位嘉宾分别从地域和年龄两
个维度给出建议：陈国忠建议

“紧盯济南市场”，荆茂彬则建议
抓住年轻人和“银发”市场。作
为目前博山文旅界话题度最高
的两个景区，红叶柿岩和颜神古
镇恰好就印证了两位嘉宾的说
法——— 在山东文旅集团的鼎力
支持下，红叶柿岩景区在济南市
的能见度颇高；同时拥有陶琉文
化、工业遗存、明清古建筑群等
看点的颜神古镇，从面世以来就
一直对年轻族群具备很强的吸

引力。
“哪个客群的占比最大，就

主攻哪个客群。”谢英民建议从
高速公路下路口入手，分析一下
赴博客流情况。在他看来，博山
同时拥有美食、陶琉、红色文化、
溶洞群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应该
注意对细分市场的研究和精准
营销，强化品牌支撑和场景营
造，串珠成链，要善于精准发力、
以小博大、“无中生有”。

在红叶柿岩景区观摩时，山
东红叶柿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郇正坤告诉各位嘉宾，他

们正在酝酿一个新的文旅融合
项目。“只要认准了，就得不停地
折腾。”郇正坤这种“不停折腾”
的劲头，让嘉宾们感到振奋。

其实“不停折腾”的又何止
是“郇正坤们”，就在红叶柿岩所
处的博山西部山区、禹王山脚
下，通往石门片区的道路刚刚在
3月上旬封闭，31公里长的齐长
城风景廊道已经动工，打造“山
东最美旅游公路”的壮志已被写
入2024年博山区政府工作报告，
同样以“齐长城”命名的山地石
屋民宿聚集区也被博山区寄予

厚望。
2024年的博山文旅，让人浮

想联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韩凯 杨峰 通讯员
韩文彬 刘亚琳

扫描大众
新闻客户端二
维码查看更更多多
内内容容

年轻人在颜神古镇拍摄古装
大片。

上恶石坞村打造的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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