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 2 . 10 星期四
B01-B04

山 东 省 旅 游 局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春节期间，连日的晴好天气增加了人们的
出游兴致。在“2011好客山东贺年会”的强力带
动下，大家共享“贺年福”，品尝“贺年宴”，购买

“贺年礼”，享受“贺年乐”，参加“贺年游”，春节
黄金周7天，全省共接待游客1008 .5万人次，首次
突破千万人次大关，旅游收入69 .3亿元，同比增
长23 .7%。由本报与省旅游局共同开展的贺年会
之最、好玩游戏、美陈大赛、欢乐今宵主题街区、
十大贺年礼等各项评选活动也开展得红红火
火，齐鲁大地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要说济南年味儿最足的地儿，大明湖算是
一个。明湖新春庙会是济南人扎堆的地方，既
有舞龙、舞狮、捏面人、可爱的布艺兔、喜庆的
鱼挂件等传统民俗，还有热气腾腾的油茶、晶
莹透亮的糖葫芦等特色小吃。你还可以请民间
艺人现场制作自己喜欢的水晶玻璃兔，也可以
坐进大花轿感受古人回娘家的传统习俗。在这
里，不管是看的，还是吃的、玩的都散发着浓浓
的传统年味儿，让人流连忘返。芙蓉街关帝庙
也是春节期间的一个亮点，大年初五是民俗中

“接财神”的日子，关帝庙组织了沿芙蓉街、泉
城路、县西巷、明湖路、曲水亭街的关帝巡游活
动，吸引了众多游人跟随拍照。

民俗节庆活动，是兔年春节里最有传统文
化韵味的部分。从大年初一开始，第十二届新
正民俗文化庙会在青岛天后宫揭开帷幕，地道
的皮影戏、最具地方民间艺术特色的民间剪
纸、木板年画、石雕和泥塑玩具展览，还有中华
百家姓文化、妈祖文化史料等，吸引了大批游
客和市民。作为青岛市井文化、戏曲文化的发
祥地，今年劈柴院里的年味也相当浓烈，柳腔、
茂腔、京剧、吕剧、快书、相声、跑旱船、扭秧歌
等民俗表演，都透出一股“过大年”的醇香。

1月30日，是兔年春节前枣庄市山亭区北
庄镇的最后一个大集，当地百姓称其为“年
集”，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齐聚到这个“年集”上
置办年货，形成了一片延绵几十里由浩荡人
流、车流、物流汇合而成的海洋。来自徐州的五
十多岁的孙女士表示，这种集旅游和民俗购物
于一身的民俗游活动搞得非常好，她此次携小
孙子一起，来到“最有年味儿的古城”采购年
货，在体验冬游快乐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亲
身体验了一把枣庄乡村过年的浓浓年味儿。孙
女士表示，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中国传
统的过年气氛越来越淡了，尤其是生活在城市
里的现代人，这种年味儿是他们无法体会得到
的，这也是她带孙子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在烟台毓璜顶庙会上，海洋大秧歌、周村
芯子、山东快书、螳螂拳、腰鼓、舞狮、踩高跷、
威风锣鼓、皮影戏、只楚庙鼓火爆开演；根雕、
草编、泥塑、面塑、布老虎等民俗绝活也一一亮
相。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游人，市民柴老先生说：

“很多东西我都十几年没看见过了，希望能通
过庙会，重新把它们发扬光大。”庙会不但吸引
了本地市民观看，更吸引了外地游客的参与。
从北京来的吴女士说，烟台毓璜顶的庙会内容
丰富，有很多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她和家
人都觉得不枉此行。

(本刊记者 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