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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源源虽虽好好，，品品牌牌还还应应更更响响些些
业内人士建议整合资源树品牌，淄博旅游要合力发展

留住游客，要在特色上下工夫

临淄是齐国故都，周村也
被称为“旱码头”，是中国古代
重要的商埠，齐文化更是世界
级的文化遗产；淄博的南部有
连绵起伏的山岭，北部有黄河
以及平原、湿地，素有“南山北
水、东西文化”之称，淄博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

“相比周边城市，淄博的旅
游资源种类丰富，自然属性也
比较适合开发，但是都没有被
深入开发出来。”周村古商城景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由于
淄博属于组群式的城市，区县

相对分散，这也导致淄博的各
个景区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
沟通，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

近年来，淄博的旅游业快
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在本地
比较有影响的景区，如周村古
商城、临淄古车博物馆、淄川潭
溪山、博山原山等景区。但这些
景区的名声依然不大，在外地
特别是外省就鲜有人知晓了。

“淄博的很多景区吸引的
都是当地的游客，这和景区的
知名度以及特色有直接关系。”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

资源丰富，吸引的却多是本地客

淄博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
源，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异彩纷
呈，但是有些资源开发并不完
善，导致品牌效应的缺失。比如
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齐文
化，从目前来看，其资源的开发
并不完善，缺少吸引人的独特
个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文化价值。

淄博南部有丰富的山脉、
森林等自然资源，东西部有悠

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都是
旅游开发的原始资源，目前，这
些资源都已被开发，但是开发
并不充分，大部分还仅仅停留
在满足游客初级的感官体验
上。原山、鲁山等景区在功能开
发上还要下力气。

“现有的景区还要进一步
进行规范开发，内容一定要丰
富，要有特色，满足游人更深层
次的体验。”荆茂彬表示。

开发不足，历史文化价值利用少 目前，淄博仍属于游客输出地，很难像青岛、烟台那样
可以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因此，淄博更需要在旅游特色
上下功夫，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我们淄博处在济南和青岛的中间，很多游客只是把淄博
作为一个中转站，由于缺少吸引人的景点，所以很难把游客留
下来。”市旅游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据了解，为了吸引更多的
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与其他地市联合组织
旅游联盟，推出综合性的旅游线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根本的还是缺少品牌景区，比如泰安有泰山，曲阜
单纯孔子就能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目前我们没有一个
能叫得响的景区，这是当务之急。”因此，荆茂彬表示，淄博
目前作为旅游中转站和游客输出地，更需要建设知名、有竞
争力的景区，要吸引外地游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日，几位小朋友在红莲湖景区的沙滩上玩耍。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本报记者 李超

淄博的旅游景区目前呈现出满
天星的状况，没有形成合力。对此，淄
博涌泉风景区负责人于祖荣建议，政
府应该在景区开发、营销上发挥更大
的作用，“政府搭台、景区唱戏，整合相
关资源，做大做强淄博的旅游业。”

在今年淄博市旅游工作会议
上，市旅游局局长常传喜指出，淄博
市着力打造“齐风陶韵、生态淄博”
旅游品牌，搞好旅游大项目策划规
划，把旅游大项目策划规划开发建
设作为拉动资源开发、提升旅游档
次、增强旅游竞争力的突破口，对齐
文化天齐渊、齐故城遗址、蹴鞠、周
村古商城、聊斋文化、齐长城等项目
进行高水平创意策划。

周村古商城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各景区应该互相合作，而不是各
自为战，以此促进淄博旅游的发展，
形成对外的竞争力。

市旅游局副局长荆茂彬也曾表
达过同样的看法，他说旅游部门已
经意识到了淄博旅游业中存在的问
题，目前也正在规划一批大的旅游
项目，争取形成一批有影响力、有竞
争力的大景区。

业内人士对此指出，一个区域
旅游的对外宣传一定要统一，形成
合力，形成统一的形象，加快营销渠
道建设，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策划统
一主题，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聚焦点，
提高对外的竞争力。

抱团发展
共创品牌景区

国庆节七天，淄博各大景区又迎来了一个收获的旺季，游客量及旅游总收入持续上涨，但与杭州、苏州、昆明等城市
相比，淄博旅游还有很大可提升的空间。业内人士指出，淄博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品牌却叫得不太响，整合旅游资源源、
打响品牌、提高旅游竞争力是淄博旅游业未来的发展之路。

业内看法

国庆期间，数百名学生欢快地涌入潭溪山景区。 本报通讯员 陈廷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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