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称拥有中国最好海滩的日照，今年暑期旅游却遭遇“滑铁卢”，用一位日照当地旅游从业者的话来讲，“像得了慢性性病，旺季来得越
来越晚，今年尤其明显。”省内几个大旅行社的数据也显示，在周边旅游目的地的有力竞争分流作用下，今年承接的到到日照旅游的客流锐
降3-5成。业内人士提出，日照旅游已到了不得不转型升级的时期。

““往往年年一一房房难难求求，，如如今今鲜鲜见见客客满满””
暑期旅行社数据显示，去日照客流量减少三至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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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在其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十三五”时
期，要高举“旅游富市”的旗
帜，把旅游业提升到与工业
同等重要的位置，打响“阳
光海岸、美丽日照”旅游品
牌，加快打造旅游支柱产
业。

日照市委、市政府还下
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的意见》，将日照黄金海
岸线的开发运营权进行了
重新划分。当地将在“改革
旅游管理体制”方面成立日
照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实现
国有景区“三权分离”改革，
组建旅游投资公司，整合部
分滨海资源等举措。

记者在采访中也多次
听到旅游行业不同层次的
人介绍，他们均认为日照要
想在现在的旅游转型过程
中实现“旅游富市”，最重要
的是将海洋文章做好，卖好

“大海”旅游商品。
据记者了解，日照万平

口景区的改造提升与收费
管理，仅仅是日照旅游富市
战略的开始，当地对万平口
景区进行的高端开发运营，
以期实现当地滨海资源的
深度挖掘和旅游服务品质
升级，发挥旅游业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整体带动作用。
此外，自今年年初开

始，日照开始在全国加大推
广力度，宣传推介当地旅游
产业。这也让人们看到日照
的积极性。以往，日照在不
通航空、不通高铁的情况
下，旅游客源市场吸引的是
一些“观光型”的低端游客。
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目
前日照机场已经通航。日照
把今年3月份作为“集中招
商月”，日照市旅游部门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外出招商
活动，重点瞄准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国内重点区
域和北京、上海、厦门、西
安、大连、广州、重庆、哈尔
滨等通航城市。

未来青连铁路和鲁南
高铁通车后，日照到青岛、
济南、北京等地将有望开行
动车组列车，届时日照“三
小时交通圈”将扩张几倍甚
至十几倍，潜在客源市场将
大幅扩大。

诚如日照市市长刘星
泰所说：“我们必须紧紧抓
住高铁通车前这两三年的
时间，超前谋划布局，把更
丰富、更高端的旅游产品打
造出来。否则，交通条件改
善带来的可能不是聚集效
应，而是虹吸效应，我们的
游客很可能变成过客。”

文/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从全省范围来看，滨州各
方面都显得有些“低调”。作为
旅游城市，滨州虽然北邻渤海，
却不像青、烟、威、日海滨旅游
那么有名。9月26日，第二届中
国古村镇大会将在滨州召开。
为了给大会预热，12日、13日两
天，滨州邀请部分知名博主和
媒体前往采访。

滨州全市人口380余万，辖
五县二区。作为主城区的滨城
区面积不大，道路大都正东正
西、正南正北。非常有趣的是，
滨城区东西向的主干道以黄河
命名，从黄河一路到黄河N路；
南北向的主干道以渤海命名，
市区内有近二十条“渤海路”。
地处黄河三角洲、渤海入海口
的滨州，用了最简单明了的方
式命名道路。

回想充实又忙碌的滨州两
日游，最大的感受是徜徉远离
污染的大自然，算是一次原生
态之旅。

从前，位于滨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狮子刘村地处黄河、
南海与秦皇河的交汇处，如所
有平原上的传统村庄一样，村
民长期以农业为生。

直到“乡村旅游”慢慢兴

起，狮子刘成了乡村旅游的“样
本”，除了吸引游客游玩，这里还
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和企业入驻。

狮子刘村和香坊王村一桥
之隔，在小河的两岸，一年四季
都有花草可赏，良好的自然环
境成为狮子刘和香坊王发展乡
村旅游的硬实力。

走进狮子刘村，位于村委
会的游客服务中心被标注成

“村长办公室”，接待来往游人。
村子里的小路被命名为洪武街、
发祥巷、喜鹊胡同等等，这些街
巷胡同的名字写在路口的标识
牌上。除了民宿、农家乐等乡村
旅游必备要素，涂满墙壁的绘
画、修整一新的道路都格外亮
眼，甚至有报废的汽车改造成变
形金刚，矗立在十字路口。

今年4月，由齐鲁工业大学
中德啤酒技术中心入驻的清苑
精酿啤酒正式开业，据说现在
每天只生产500L啤酒供应狮子
刘村附近，不提前预订是根本
喝不到的。

当然，良好的环境和廉价
的租金也吸引了艺术家的入
驻，“爱莲说”艺术驿站就像是
村里的“青莲”，提升了整个村
庄的格调。

如果说狮子刘是新兴旅游
目的地的代表，那作为“冬枣之

乡”的沾化更像是传统乡村游
的标杆。

作为山东省“乡村记忆”工
程文化遗产单位，位于沾化区
的沾化民俗馆仿佛留住了时
光。民俗馆由四排整齐的青砖
房屋组成，据说最前排是清朝
末年建成的当铺，后三排是当
年的县城中学。

走进民俗馆，仿佛回到了
过去。颇具时代特色和时代意
义的老物件，涵盖吃穿住行、耕
地种田，甚至玩耍游戏等方面。

说到沾化，不得不说的是
作为古老的汉族戏曲剧种渔鼓
戏。为了让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
渔鼓戏继续传承下去，沾化渔鼓
戏剧团团长王春贞开启了一轮
试点。从去年开始，他把渔鼓戏
引入了小学，在沾化区实验一小
招收了二十余名学生，每周利用
课外活动时间教授渔鼓戏，如今
孩子们已经开始登台演出。王春
贞说，从今年开始，剧团还要往
更多学校进行推广。

如果说滨州的旅游发展还
不完善，那也有它不完善的好
处。按随行的滨州当地人的说
法，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滨州
景区的开发并不盲目。只有这
样，那些具有原生态意味的景
色才得以保留。

徜徜徉徉大大自自然然，，来来一一次次原原生生态态之之旅旅

要要想想““旅旅游游富富市市””，，先先卖卖好好““大大海海””

薇游

狮子刘村，齐鲁工业大学技术入驻的清苑精酿啤酒。

滨州打渔张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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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乐：

往年一间150元

今年一直维持在80元

刚刚过去的暑期，对在日照
开渔家乐多年的刘女士来说，像
经历了一场“寒流”。她期待的游
人如织的场景没有到来，家里
的24间客房在以往火爆的7月
份竟没有一天客满的情况，熬
到8月下旬，才出现几次“客满”
的情况，而在前几年，这是不可
能出现的情况。

刘女士说：“往年不管周末
还是平时，渔家乐很受欢迎，客
房在平时有70%以上的入住率，
一到周末，晚上到处都是找房间
的人。”说到那几年的热闹，刘女
士很兴奋，但回到今年，却连声
抱怨，暑期算下来收入只有七八
万，比去年少了一半。周围大多
数渔家乐的情况与刘女士一样。

刘女士家的渔家乐开在日
照著名的乔家墩子、王家皂一
带，这里是日照最著名的民俗旅
游片区，旅游发展基础好，地理
位置优越。往年一到旅游旺季十
分热闹。但从2014年开始，日照旅
游的旺季来得越来越晚，“像得
了慢性病似的”，今年从8月中旬
以后才有了旺季的感觉。

为了保证客源，刘女士还把
房间价格调低了，即便这样，效
果依然不明显。她无奈地说：“以
往旺季尤其周末的标准间150元
一晚订不上，今年一直维持在80
元没有涨。”

旅行社：

围海收费造成团费上涨

大多分流到了黄岛即墨

日照一位旅游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前些年，日照旅游从每
年“五一”开始进入旅游季，但5-6
月相对冷清，7-8月则是旺季，市
场“井喷”。过了9月，日照游再
次进入萧条期，“十一”期间会
再掀一个小高潮，“十一”过后
就进入淡季了。

多家省内旅行社反映，今年
去日照的旅游团确实下降明显，
降幅3-5成。另外，成团人数也明
显减少，“十几个人的小团队多
了，以往的那种大团队寥寥无
几。”一位旅行社负责人说。

日照一出租车司机表示，今
年暑期打车去日照第二海水浴
场万平口景区的旅客明显减少。

据分析，今年赴日照游客人
数锐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今年
6月1日起，万平口景区进行了封
闭管理，对外地游客卖票收费，
票价60元。“本来去日照的团队都
是低端旅游团，成本价最多300元
左右，平白一下子多出60元，很多
旅客心理上难以接受，就失去出
游欲望。”

采访中，济南一家旅行社
负责人称，日照流失的客源大
部分去了黄岛、即墨等地，“因
为后者的旅游环境以及新上产
品都要好于日照，我们给客户
推荐也会推荐性价比较高的产
品，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倾向质
量高的旅游产品，造成‘用脚投
票’。”

业内人士：

以海洋、民俗为抓手

把旅游做深做透

据万平口景区的商贩反映，
从6月1日万平口景区封闭，对外
地游客收费后，一个月内，到万
平口旅游的客人仅有往年同期
的2成。半数商贩对客流没有信
心，表示要撤离景区另谋出路。

近年来，省内乡村游、新项
目、大项目等纷纷落地，加大客
源分流的力度，尤其是黄岛等地
新兴旅游业态的大量上马，也对
日照旅游形成很大冲击。日照目
前面临着旅游资源开发层次低、
旅游品牌不突出、旅游管理体制
不顺、旅游基础设施不配套等诸
多难题。

业内人士建议，日照旅游必
须尽快开始转型升级，靠以往单
一的渔家乐、滨海游等旅游业
态，根本无法支撑日照旅游的今
后发展。对日照旅游有深入研究
的当地一位旅游人士直言：“日
照缺乏对外界有强烈吸引力的
景点和旅游项目，自己作为当地
人尚且说不出有足够号召力的
景区。日照旅游未来的出路是要
做好海洋文章，做深做透。”

民俗也是日照旅游的一个
抓手。据悉，日照山海天规划将
乔家墩子、王家皂、后滩西这个
民俗旅游片区集中优势，在最
好的区域建设民俗旅游小镇，
打造全国民俗旅游提档升级的
先发优势，以建设民俗旅游小
镇为主要形式，加快民俗旅游
村旧村改造。

葛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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