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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东省旅游部门调查显示，
近几年随着温泉开采量的加大，天
然温泉的自然涌流量不断减小，人
工开采的地热井温泉成了主流。我
国虽然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了《中国
温泉行业标准》，但还缺乏细则，尤
其是温泉水质如何保障还没有标
准。对于温泉宣传中所说的含有对
人体有益的矿物质或微量元素，消
费者找不到可对照的参考指标。

“游客现在无论去哪里泡温泉，
感觉都是一样的，温泉开发项目和

县域旅游的大局有时候不太搭调。”
另外，省城的部分温泉项目缺乏特
色，尤其是缺少与当地文化的结合，
造成温泉游难以融入当地特色。如
何与本地文化相融合，打造本土化、
有地域特色的旅游项目也是急需解
决的问题。

“目前温泉产品开发确实存在同
质化的问题，在文化特色挖掘方面还
有很多路要走。”业内人士认为，由于
投资回报较高，准入门槛低，许多温
泉旅游项目争相上马，在产品设计上

确实存在相互抄袭的问题。温泉发展
需要从单一洗浴向温泉休闲，从单体
温泉向综合体过渡，这应该是温泉项
目未来的主导方向。

“省城的温泉旅游在发展成熟
后应该向精细化延伸，走差异化竞
争的路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旅游
学院院长张青认为，与观光旅游不
同，目前的温泉旅游项目应该避免
普适化的倾向，抓住养生、保健的主
题，将温泉旅游做成特色，打造成独
特的品牌。

温泉游打好特色牌，开发要避免同质化

“温泉基地刚开业的时候只有
23个室内汤池，游客的容纳量也才
100多人。”11月5日，记者在位于商
河县城西南的温泉基地看到，室内
的汤池边正有几位游客在休息。而
室外则正在紧张地进行装修，一个
封闭长廊从这里通到室外，若干室
外汤池已现雏形。

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年的营销经
理刘伟告诉记者，目前，这里的客房

容量已经翻两番，黄金周期间温泉基
地一天接待量最高在500人左右。

除了商河温泉基地，在商河县
城西北的温泉国际也正在建设，策
划总监赖勇虎表示，该项目占地
6000亩，核心区域优先建设的是占
地300余亩的温泉度假区，位于北侧
的情景小镇也将在明年开工。

“温泉度假区里我们规划了水
上游乐园、度假酒店以及16栋独栋

汤屋，年底就有部分可以投入使
用。”赖勇虎表示。

商河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进入冬季后，温泉旅游开始升温，游
客接待量逐渐增加，但由于整体的
接待能力有限，形成一个瓶颈。

在省城北部，享受到温泉馈赠
的不仅仅是商河。济阳县也于2010年
打出了第一口地热井，启动了海棠湾
(国际)温泉度假村温泉度假项目。

该项目除了规划有温泉客房之类传
统项目外，还将室内与室外功能部分
完美融合，室外温泉泡池达8000平方
米，中西特色餐饮可为200-1200人同
时提供会务服务，集美食、商旅、会
务、娱乐、保健、度假、温泉SPA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另外一处始建于1994
年的济钢温泉度假村也已经颇具规
模。温泉游已成为济南冬季旅游的
亮点。

温泉基地扩容，接待量翻两番

商河县旅游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
温泉以外，目前商河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已初步落成。游客到商河除了泡温泉还能到
大棚采摘黄瓜、西红柿、彩椒等各类绿色、新
鲜蔬菜。

在园区内的绿泉丰园设施农业特色品
牌基地，部分大棚里的彩椒已接近成熟。负
责人刘先生告诉记者，基地有150个大棚，
“游客一年四季不管哪一天来，都能在这里
采摘到新鲜蔬菜，现在每周末大概能有百余
人前来。”

园区内的温泉农庄给游客带来了更多选
择，温泉农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温泉农庄
是旅游部门认定的五星级农家乐，虽然是五
星级，但这里的用餐价格、住宿价格和温泉基
地相比更为大众化，用餐费在每人80-100元
左右，住宿则有188元、298元、598元等三个
档次的房间，每个都配有温泉池。

格相关链接

除了泡温泉

还能采摘新鲜蔬菜
本报记者 任志方 王光营

市区有名泉观赏
城北有温泉疗养
省城北部温泉扩容促使泉城进入“双泉游”时代
文/本报记者 任志方 王光营 片/本报记者 王鸿光

“这个时候泉水游没什么可玩
的，滑雪又没开始，温泉正好填补
了这个空白。”在采访中，不少市民
和温泉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泉城，
济南72名泉甲天下，但别忘了济南
北部还有丰富的温泉资源。

每年“十一”黄金周结束后，济
南市区及南部山区以观景为主的
景点逐渐关门谢客，泉水游也逐渐

变冷。在商河温泉基地，刘伟告诉
记者，和这些景区相反，温泉旅游
的旺季则一般从“十一”长假开始，
到次年6月份才逐渐步入淡季。尤
其是在每年10月份泉水游谢幕，12
月到来之前滑雪游尚未开始的时
候，省城的旅游市场鲜有亮点，温
泉游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受制于降

温的影响，市区内泉水游也日渐萧
条，连知名的“老济南大碗茶”也搬
到室内，出现门庭冷落的迹象。泉
水冬泳虽然知名，但也仅仅是部分
人群喜爱的活动，从目前来看也很
难开发成旅游产品。

而温泉项目与市区内的泉水
游不同，温泉旅游的带动性强。以
温泉为中心，可开发疗养、会议、餐

饮等相关产业。同时，温泉的反季
节特点，与泉水游正好互补。

“济南要跨入‘双泉时代’，要
做泉文化节，同时也要把温泉的文
章做好。”对此，商河县相关负责人
也多次强调发展温泉旅游，在对外
宣传中提出了“南有名泉观赏，北
有温泉疗养”的概念，通过温泉聚
人气、引财气。

填补冬季空当期，温泉撑起“双泉游”

随着天气转凉，济南

市区三大名胜、泉水游进

入淡季，南部山区不少景

点也关门谢客。但在黄河

北，以温泉为主的旅游产

品却开始升温，填补了泉

水游和滑雪游之间的空

白，省城有望进入“双泉

游”时代。

商河温泉中心的特色温泉。

温温泉泉养养殖殖。。

商商河河温温泉泉中中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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