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C12版的报道能看出来，烟台的旅游是很火爆的。但尴尬的是，主城
区留不住客，更多的游客只是把烟台城区看做“中转站”。市区旅游发展存
在哪些瓶颈？为什么留不住人？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

说说是是游游城城区区，，其其实实只只住住了了一一晚晚
烟台中心区旅游存尴尬：旅游线路不完善、旅游购物不发达

滨海一线
应规划旅游项目

就在8月6日，同事的内陆
朋友婷婷想到海边玩，问起烟
台除了蓬莱阁和长岛，市区还
能去哪里玩？“烟台山和张裕
博物馆。”“然后呢，还有哪
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结果，婷婷先去蓬莱阁又
去长岛，第3天下午才到烟台
市区，结果住了一晚，到海边
走了走，就去了青岛。

烟台真的没有“资本”留住
游客脚步？绝不是这样。就在几
天前，国务院还批复烟台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但是，烟台的
滨海一线还没有形成旅游线
路。

去青岛游玩的人知道，如
果不去周边游玩可以选择青
岛市区一日游，乘坐大巴车可
以游玩的景点包括：栈桥、五
四广场、鲁迅公园、东海路雕

塑街、奥运观光电视塔、青岛
海底世界等。而烟台的旅游线
路都是周边游附送一个张裕
博物馆或者烟台山观光，没有
专门的市区游。

鲁东大学商学院旅游管
理系讲师胡宇娜认为，市区游
的潜力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
发挥，是因为中心城区的旅游
资源欠缺、适宜休闲度假的配
套还不够完善。

配套设施

再完善一些

“烟台的海滨环境比周边城市
都要干净漂亮，只是国际化气息还
差点。”烟台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
经理李军认为，随着烟台旅游逐渐
名声在外，未来应该多从提高档次
上下功夫，以吸引更多的优质客
源。以烟台的海滩为例，开发区的
金沙滩其实已经算全国最好的沙
滩了，与三亚等国际旅游城市不相
上下，但是在配套设施上相对落
后，遮阳伞、躺椅等设备相对简陋，
周边也没有配套的大型娱乐、餐饮
项目，虽然现在人气比较火爆，但
品质上相对低端，影响了旅游体
验。

李军说，随着烟台与国际化接
轨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消费能力
强的游客会来到烟台，烟台应加快
旅游硬件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的
提高。

旅游企业

需“冒尖”领跑

烟台东顺海上旅游公司总经理
倪东说，海滨一线虽然人流量比较
大，但游客真正停留时间较短。“这主
要是因为滨海一线缺乏有吸引力的
大型景区或娱乐项目，游客在海边的
旅游多停留在洗海澡、捡贝壳、吹海
风等简单旅游体验上。一旦遇上高
温、阴雨天气，海滨一线的旅游短板
便暴露出来。”

鲁东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
任曹艳英认为，烟台旅游要发展，除
了本土的旅游企业要努力外，政府部
门还要加大旅游招商的力度，打造和
引进一批龙头旅游企业，科学规划一
批有影响力的旅游项目，从而拉动整
个旅游市场的发展。“烟台坐拥丰富
的旅游资源，如果多一批有实力、有
魄力的旅游企业来经营推介，未来前
景将十分看好。”

从特有文化入手

实现旅游新突破

“中国旅游市场已经逐渐进入
散客时代，抓住休闲旅游市场，未
来 才 能 在 旅 游 竞 争 中 掌 握 主 动
权。”曹艳英说，烟台应抓住休闲旅
游大趋势，深耕特色旅游产品，整
合特色旅游资源，把特有的旅游产
品推介出去，从而吸引更多的游
客。“烟台拥有不错的山海旅游资
源，但与周边沿海城市的差异性不
大，优势不明显。可是烟台的仙境
文化底蕴深厚，所以像蓬莱阁这样
的景区能长盛不衰。”曹艳英说，未
来烟台旅游应该多从仙境文化、葡
萄酒文化、开埠文化等特色旅游资
源入手，实现旅游新突破。

专家建言

本报记者 齐金钊

虽然近几年来，烟台旅游发
生了很大的改观，但比起一些一
线国际旅游都市来，还有一定差
距，烟台旅游要实现从“好”到

“强”的突围，还需再接再厉。

太平街、顺泰街、招德街、福
建会馆、外国领事馆……说起
烟台的老街和古建筑，大家马
上就会想起所城里、朝阳街以
及那些开埠时留下的领事馆。

“烟台不缺少文化底蕴，
但是缺少挖掘。”胡宇娜说，烟
台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文化
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这
是烟台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资本，也是最值得挖掘的
文化旅游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需要保护
也需要深挖，这样才能让烟台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散发更多
的魅力。“举一个例子，一颗桂
花糖商场卖5毛钱，古色古香
的商业文化老街就会卖1块，
可是游客更愿意在文化老街
掏钱，因为他们觉得意义不一
样。大家更愿意身临其境感受
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特色。”胡
宇娜说，全国各个城市都有综
合性大商场，游客不会直接奔

着这些地方去，却愿意逛具有
地方特色的景点和街区。

北京的南锣鼓巷、杭州南
宋御街、重庆磁器口等都是非
常有名的古街巷，共同点是商
业与文化并存，是游客到这些
城市必到的地方。“烟台开埠
那么早，其实可以打造一条充
满开埠文化的商业街。以文化
为依托，旅游会更有意义。游
客到烟台就不单纯是拍拍照、
玩玩水了。”

到一个城市旅游，大家都
想带回点礼品送给亲朋。旅游
购物是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
支撑点。“烟台有什么特产纪
念品可以带给朋友？”这个问
题估计会难倒一堆人。

记者在第一海水浴场和
第二海水浴场附近，想找一些
能代表烟台特色的旅游纪念
品，却没有多大成果。北极星
钟表和张裕葡萄酒算最有代
表的，其他的特色小礼物就很
难寻。

“其实烟台也设计了不少

旅游文化商品，但是很多都没
有广泛进入市场。”胡宇娜说。这
个问题她感受颇深，在2010年山
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
中，她曾见过获得金奖的葡萄
精油香皂，后来想买一些送给
朋友，结果空手而归。“我先去了
张裕博物馆，工作人员说，只有
在张裕卡斯特庄园才能买到，
我又到了那里，结果被告知‘这
段时间没有生产’。获过奖的葡
萄果冻也没买到。”

参赛的张裕果香酒城精油
皂包括苹果、梨子、葡萄和樱桃4

款，都是以烟台特产水果为造
型设计的，是烟台这座葡萄酒
城很好的代表性礼品。旅游商
品是一个城市特色和形象的缩
影，烟台许多设计都很有创意，
但真正推广开来、进入市场的
没有很多。这的确令人感到可
惜。

胡宇娜说，文化旅游商品
对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有
非常大的作用，作品设计出来
后还需要很好地推广出去，不
然举办这样的设计大赛就失
去了原有的意义。

尴尬二>> 烟台不缺文化底蕴，缺少的是挖掘

尴尬三>> 旅游产品不乏好设计，就是推广不开

尴尬一>> 城区旅游吸引力，赶不上周边县市区

本报记者 李娜

烟台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快，受欢迎程度也在提升，尤其是蓬莱、长岛、招远等地特
别火爆。可是烟台的主城区拥有美丽的滨海一线，却留不住游客脚步。许多游客坐了十
几个小时的车来到主城区，最终却只看了几个小时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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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②中转之弊

夏季是烟台旅游最火爆
的时候，有些景区一天的游客
量甚至与冬季一个月相当。季
节性障碍是烟台旅游的另一
个发展瓶颈。

其实烟台的民俗文化可
以引领冬季游，比如农家火
炕、渔灯节，这些具有地方特
色的东西可以让烟台的旅游
淡季不那么淡。

葡萄酒文化也可以不受
季节影响，比如春节前的采购
季，可以通过讲解葡萄酒文化
和体验酿酒、窖酒过程，吸引
游客。

烟台的温泉也是改变旅
游冷热不均的法宝。但烟台温
泉单一大众化的现状需要改
变。“广东通化的温泉做得很
多样，有玫瑰、咖啡、中药等30

多个种类。”胡宇娜说，烟台也
可以打造更有特色的温泉，吸
引冬春季节游客。

此外，可以培育滨海度
假、鲁菜美食、农庄采摘等休
闲度假旅游产品，推进特色餐
饮街、酒吧街、步行购物街等
休闲区建设。

尴尬四>>

夏季游火爆

冬春游冷清

烟台城区需要打造更多像朝阳街这样的特色街区(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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