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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赶海

游客来日照都带走啥特产

110000 名名游游客客 4466 人人青青睐睐干干海海货货

干海货易于携带

经营商家随处可见

“这是鱿鱼丝、鱼饼和海
米。”在日照汽车站，来自安徽
淮北的余女士向记者展示她
带走的日照海产品。她的黑色
的旅游包里装了五六包干海
鲜。“干海鲜容易携带，保存时
间也久。”余女士说。

在乔家墩子民俗旅游度
假村，来自河南的李女士一家
带回的特产是鱿鱼丝和鱼片。
李女士说，买鱿鱼丝主要是因
为孩子喜欢，“索性多买点，回
家让亲朋都尝尝。”

在乔家墩子民俗旅游度
假村，记者发现，类似鱿鱼丝、
鱼片、海苔等干海货售卖点，
随处可见。仅太公岛三路，路
南侧就分布了大大小小各种
海货超市。

在万平口风景区，一位常
年在此经营干海货生意的商
贩说，今年日照的干鱿鱼丝 25

元一斤，鲍鱼片 28 元一斤，野
生海米 50 元一斤。“很有游客
来买，带着方便，价格也不算
很贵。”

日照绿茶有口碑

游客怕买到假货

王女士是岚山人，结婚后
到了淄博，“每年我回日照，都
得买点日照绿茶，今年买了 14

斤，带回去分给亲戚朋友。咱
们日照绿茶可是全国有名。”

记者随后从大润发、石臼
利群等大型商场了解到，每年
的旅游旺季，超市的绿茶销量
都不错。“这是我们专门设置的
绿茶选购摊，就是为了方面游
客购买的。”一名绿茶导购说。

从各景区的茶叶销售店，
记者了解到，他们经营茶叶也
主要是面向游客，“冬天我就
关门歇业，夏天再开始营业。”
王家皂一茶叶店老板说。

此外，海边也是绿茶销售
的主要地点，而据记者了解，
海边景区的绿茶销售情况，甚
至比一些大型超市还要好。

记者采访的 1 0 0 名游客
中，知道日照绿茶的有八成左
右，“我是南京的，我知道日照
绿茶，也想买，但是我真怕买
不到正宗的，路边的茶叶店总
觉得不大靠谱。”王先生说，他

跑了好多地方，终于还是决定
在大型超市购买。

贝类饰品销售

比黑陶要好

菏泽的林先生在日照游
玩了 4 天，回家的的旅行包里，
他放了有一瓶水母、海螺、贝
壳等各种装饰物。“一到了海
边，孩子就要买，海鲜等东西
已经吃过了，就买点饰品带回
家。”林先生说。

在万平口风景区，则有不
少卖贝壳、珍珠等装饰品的商
家。28 日，记者看到不少人在
选购装饰物。

根据记者采访的数据，100

名游客中，有 19 人购买了贝类

等饰品，而购买黑陶和海鲜
的，各仅有 2 人。

“这是开完会人家送的，
也不知到有什么用。”临沂郯
城的牛先生说，记者观察发
现，海边景区卖黑陶的店家并
不多，也有游客购买，其中济
南孙女士就说，因为看着黑陶
好看，所以决定买点回家。

同样遇冷的还有活海鲜，
记者咨询的百名游客中，只有
两位买了活海鲜，“在日照吃
点就行了，带回家不大可能，
现在东西很容易坏，带回家还
不臭了。”山西游客周先生说。

“外地游客买活海鲜的确
实不多，一般在海边饭店就吃
过了，很少数人带回家。”石臼
市场海鲜商户申先生说。

来日照的游客都带走什么特产呢？7 月 24 日至 28 日，记者走
访日照汽车站、万平口风景区等地，随机采访了 100 名游客，经统计
发现，有 46 人选择鱿鱼丝等干海货，31 人买了日照绿茶，还有 19
人买了贝类饰品，只有 2 人选择了黑陶和活海鲜。

贝类饰品的销售，比黑陶还要好。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

本报记者 王裕奎 实习生 韩鑫 厉得成

7 月 26 日，大型歌舞
表演《日出先照》在日照会
展中心上演。26 日、27 日
的两场演出，共有来自山
西、江苏等省的百余名游
客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影报道

游客热捧

《日出先照》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李玉涛 见习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姜鹏 ) 据记者了
解，7 月 27 日、28 日两天，万平
口景区共接待游客 23 万人次，
蜂拥而至的人和车，让万平口
景区发生大堵车，好在交警部
门全力应对，游客进出有序。

27 日上午，来日照旅游的
车辆陆续到来，下午 3 时 3 0

分，万平口风景区的车流、人
流达到一个高峰。

在此执勤的日照市交警
直属大队三中队的民警接到
紧急通知，自青岛路以西，交
通出现拥堵情况，旅游大巴车
暂时不能驶入万平口大桥，分
流到绿洲路上。此时万平口大
桥上停满了车辆，时速不超过
每小时 5 公里。

市民辛小姐到万平口，打
车到了青岛路，但出租车司机
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太堵

了，司机说要是一头扎进去，
估计一上午都出不来了。”辛
小姐说。

27 日下午 3 点 30 分，在万
平口风景区附近执勤的日照
市交警直属大队民警对讲机
里传来道路拥堵的情况，万平
口大桥上的车辆更是缓慢移
动，经交警疏导，直至下午 4

点，交通拥堵情况稍有缓解。
“大客车不让上桥了，私

家车一律向北行驶，万平口附
近的停车场已满，不能等待进
场，以免发生堵塞。”日照市交
警直属大队三中队的一位民
警说，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交
警部门还开通了公交车专用
通道。经过民警的疏导，半小
时后，接近瘫痪的交通得以缓
解。

2 8 日 上午虽是下起小
雨，但游客海边休闲纳凉的兴
致有增无减。据统计，周末两

天万平口景区共接待游客超
过 23 万人次，入区车辆 10628

辆。
“游客省外游客以河南、

江苏、河北等地为主，省内游
客主要来自临沂、潍坊、济宁、
济南等地。”万平口景区一工
作人员说。

日照旅游上周末迎来又一高峰

2233 万万人人次次看看海海，，万万平平口口车车如如潮潮

27 日，万平口交通出现拥堵，交警忙着疏导交通。
本报见习记者 赵发宁 摄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男教师
李晓雷，近日设计出了具有日照
城市特色的手机壳，他说他想让
游客“带走”日照。

7 月 26 日，在日照市职业技
术学院创意中心，记者见到了李
晓雷，此时他正在设计第二批新
款日照城市元素手机壳。记者在
他的工作室看到了带有“灯塔”

“银杏树”“黑陶”“绿茶”“万平
口”“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日照
海滨广场”7 款第一批的带有日
照城市元素的手机壳。

“手机壳本身并不稀奇，满
大街都有卖的，但是带有我们日
照标志性元素的手机壳并没有，
所以我把手机壳当做载体，把日
照 的 标 志 性 元 素 融 入 到 了 里
面。”李晓雷说。

“我觉得现在旅游市场上的
东西种类都渐趋雷同，甚至进货
渠道都在同一地方。”李晓雷说，

“我就想打造专属日照的旅游纪
念品。”

李晓雷告诉记者，这个手机
壳才是第一步，以后他会逐步拓
宽产品线，让日照的标志性的城
市元素，都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发扬日照的旅游文化产业。

“我的梦想就是打造一个可
以带走的日照，让外地游客购买
了这个纪念品以后，多年后看到
它就会想起日照。”李晓雷说。

城市元素手机壳
游客“带走”日照

头条延伸

本报 7 月 28 日讯 (见习记
者 赵发宁 ) 27 日下午 5 时，
在临海浴场工作的李文军 (化
名 )与临沂导游发生肢体冲突。
由于导游被打，所带旅行团共
160 名左右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万平口风景区派出所民警深夜
帮助调解，双方达成和解。

2 7 日下午 5 时，万平口风
景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临海浴
场的一办公室内，临沂导游孙丽
丽（化名）与一男子发生口角引
起冲突。冲突过程中，导游受被
打伤，整个旅行团受到影响。接
警后，万平口风景区派出所民警
迅速到达现场制止冲突。

经民警了解，涉及冲突的一
方梦幻海滩一浴场工作人员，另
一方是一名临沂导游，“导游带
着俩游客去办公室换衣服，双方
言语不和就发生了冲突。”办案
民警说。

万平口风景区派出所民警
将李文军和导游孙丽丽带回派
出所。经民警调查，事实清楚，就
在民警拟做出治安处罚时，双方
当事人请求民警做调解。可就在
这时，导游孙丽丽说带的 160 多
名游客也来到派出所，要求民警
处理。

为避免事态扩大，民警开始
不断做双方的工作，终于在 2 8

日凌晨零时许，双方达成了和解
协议。

李文军告诉记者，他也觉得
动手不好，以后也绝对不会再做
这样的事了。“当时就是没管住
嘴，说了不该说的话，给游客造
成了不小影响，我确实不该。”

外地导游被打
民警深夜调解

前海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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