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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门门塔塔风风景景区区要要对对外外承承包包？？
无论是否改变经营方式，文物保护都应是重点

本报记者 万兵

宣传力度小，“明珠”如今有点沉寂

但倘若不做比较，单看四
门塔现在的发展，也有其优势
所在。“景区的整体状态较好，
适宜参观游览，舒适度比较
高。”王峰说。在“保护中发展、
发展中保护”这条主线下，景区
的发展基本表现出了不急不
躁、四平八稳的态势。30元的门
票和周边各大景区相比也完全
不在同一个层级。

“收入肯定会受到影响，但
主要还是以公益性地服务济南
市民为主。”王峰说。景区管委会
的工作人员说，现在逢节假日、
出游高峰时，景区一天的游客

量一般在一两千人左右。放在
南部山区，这也是一个不温不
火的状态。

倘若想让这颗明珠重新发
出耀眼的光芒，张晓国说还需
要大笔的资金进来，而改变经
营模式或许是一种方式。谈及
经营模式如果转变可能带来的
影响，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政
策到位的话，前景应该不错。

王峰表示，如果景区的宣
传影响再大一些，他也希望增
加的收入能够反哺日常的养护
工作，也让景区为游客提供更
好的服务。“我们也希望这里重

新做活，成为新的亮点。”张晓
国说。

而即便要转变，保护都必
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山东大
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王晨光表
示，对国家级的文保单位来说，
并不见得非要以经济效益为衡
量标准。“博物馆也是公益性
的，一样能得到公众认可，因此
如何定位更为重要。”王晨光
说。而即便想要使用文化资源、
发挥其价值，这和保护也并不
矛盾。王晨光说，文物资源本身
只能保护，但其衍生资源可以
开发。

5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1月，823年才出现一次？其实不然

这这样样的的11月月平平均均77年年就就有有一一次次
本报12月28日讯（记者

张玉岩） 最近，一条信息在微
博上广为流传。段子提到，从8
月1日至31日，竟然出现了5个
星期五、5个星期六和5个星期
日，这种现象823年才有一次，
也是每个人一生中唯一一次可
以看到的奇迹。不过通过计算，
这样的1月份平均7年就出现一
次。

不少微博大V也转发了这条
信息。823年才出现一次的一月，
一生只能经历一次，是古代风水
中说的“满银口袋”。一些微博还
称，转发后会带来好运。一些网

友在回复中窃喜，“多歇一天是
一天。”

尽管这个发现看似充满了
神秘色彩，但很多细心的网友还
是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有些网友
提出质疑：“古代大多使用的是
老黄历，新历传到中国之前就没
有过什么周末星期。哪里来的风
水之说。”

记者查证发现，这样的谣言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里，早在2014
年8月就出现过相同的谣言，传
言2014年8月有5个周五、周六、
周日，也是823年才遇见一次。而
2014年8月距今也只有1年多的

时间而已。
记者查询近5年来的日历发

现，有5个周五、周六、周日的月
份并不少，2010年1月和10月、
2011年7月、2013年3月、2014年8
月、2015年5月，都是如此，“823
年一遇”的说法并无依据。

翻阅日历可以发现，其实想
要满足一个月有周五、周六、周
日各5天，并不十分困难，只需
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月必
须是大月，有31天，二是该月的
1日是星期五。而这种现象通常
最多间隔1年多就会出现一次，
有的年份一年还会出现两次，比

如2010年，就有1月和10月两个
月。

实际上，这个信息只要经过
一些运算，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
了。为了防止2月闰年的影响，暂
且把3月份当做一年12个月循环
的起始。通过计算可以发现这样
的规律：当3月1日是周四时，这
一年没有任何一个大月的1日是
星期五，不可能出现5个星期五、
5个星期六、5个星期日的现象；
当3月1日是周一、周二、周三、周
五、周六时，这一年内会有一个
大月的1日是周五，也就是有一
个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3月1

日是周日时，这一年会有两个大
月出现这样的现象。再算上平
年、闰年的区别，28年内出现这
种情况的次数是28次，几乎每年
就会出现一次。

那么1月份能有五个周五、
周六、周日的概率有多大呢？也
就是说1月1日是星期五的概率
是多少。根据“四年闰一次”的规
律，差不多是28年一个循环。1月
1日如果是星期五的话，那3月1
日就应该是星期日。在28年中会
出现4次，平均7年出现一次。823
年才出现一次的夸张说法，就不
攻自破了。

“听说投资方已经来了很多
趟，而且马上要签字了。”市民李
先生反映，四门塔风景区可能要
被承包出去了。李先生说，据他
了解，以前景区就对外承包过，
但效果不理想。

“是个家族式的企业，只来
了几个管理人员，压根没让景
区更好的发展，对景区内的文
物也没提出很好的保护模式。”
李先生说。因此，这次一听又有
人要承包景区，李先生觉得对
景区很不利。

对此，记者咨询了景区相关

负责人。管理委员会一名工作人
员称，并未听说景区有对外承包
的消息。管委会主任霍先生表达
得则更为坚决。“不可能的事，景
区如何经营要以历城区政府的
意见为准。”霍先生说。

“这里是公益性的事业单
位，和纯经营的景区不同，这里
更侧重文物保护、森林防火等工
作。”四门塔文物管理所副所长
王峰说。在2010年以前，四门塔
景区的确进行过私营探索，有过
经营权的分离，但效果并不好，
最后还是以投资方撤出告终。

尽管四门塔景区对外承包
的消息被相关负责人否认。但值
得注意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四
门塔景区，如今在南部山区众景
区里却显得有些落寞。这一定程
度上跟现在的经营模式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四门塔一带堪称南部山
区文化价值最高的地方。”山东
国 信 国 旅 董 事 长 张 晓 国 评 价
道。他介绍，四门塔景区里有全
国重点文保单位四门塔、龙虎
塔、神通寺遗址等。其中四门塔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亭阁式单
层石塔，还有涌泉等自然景观。

无论是自然环境、文化渊源都
很优厚。

“2000年以前，四门塔就是
南部山区的一颗明珠，有自然风
光，也有很多历史人文故事。”张
晓国说。景区管委会一名工作人员
也表示，当年来南部山区玩的游
客说白了就是冲着四门塔去的。

但2000年以后，随着南部山
区的开发，红叶谷、九如山、九顶
塔等新景区开始涌现。这些景区
中，绝大多数是民营，有先进的
运营模式，更有铺天盖地的大规
模营销。在这种大潮中，四门塔
显得有些“寡言少语”。

无论何种经营模式，保护都应是关键

对外承包？相关负责人称“不可能”

近日有市民反映，位于历城区的四门塔风景区将对外承
包。据了解，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南部山区开发，四门塔景区远不
像从前那么耀眼。经营模式转变或能带来发展生机，但无论何
种模式下，文物保护都应是重点。

四门塔景区内的塔林。（资料片） 本报记者 高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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