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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一环”后游客翻番，济南泉更灵、夜更亮

千千年年老老街街巷巷也也要要““互互联联网网++””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刘晓旭

“一湖一环”让济南更灵动
好的旅游都是“水”做的

“没想到济南的花灯也这么好看，我
在南京工作的时候，每年正月十五就回夫
子庙看花灯，每年那里不少游客的鞋子都
被挤掉。”曾在南京工作的市民李女士去
年来济南工作，今年特地去趵突泉看了一
下花灯，感觉济南老城区都亮了起来。

先来看一组数字对比。2018年春节
假日期间，天下第一泉景区共接待游客
105万人次，其中大明湖接待62万人次、
趵突泉接待28万人次。而2017年春节七
天天下第一泉景区纳客56 . 06万人次，
其中大明湖接待游客34 . 02万人次，趵
突泉接待游客13 . 14万人次。

同样是过年，今年天下第一泉比去
年多了将近48万人，增幅达86%，大明湖
多了近28万人，增幅达82%，趵突泉多了
近15万人，增幅达113%。数据显示，元宵
夜趵突泉景区当晚9点纳客4 . 44万人，
每十分钟便能涌进千人次。

今年趵突泉、大明湖游客激增表面
上是因为元宵花灯会适逢周五而且气温
适宜，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湖一环”亮化
工程项目的完成与试运行。“一湖一环”
的赏游线路中就包含趵突泉公园，灯光
将泉、古建、小桥、古树的轮廓勾勒出来，
泉水的深度利用前所未有。

“一湖一环”景观照明项目是省内实
施的第一个大型专项灯光项目，是“泉城
夜宴”项目济南市夜景亮化系统升级工

■关注千年古城旅游·水文章

程的启首工程。项目一经试运行，即刻引
爆泉城旅游市场。入夜时分，绚丽多彩的
夜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流连忘返。
可见，济南人并非不愿意晚上出来玩。

灯光是次要的，核心是水，关键是如
何利用好这摊“水”。杭州可以说领风气
之先，2002年西湖拆除围墙并免费，景
区间间隔消除，游客数量大增，并且形成
了有序的商业生态。西湖水潜力得到很
大开发，并摆脱了门票经济的束缚。

十三朝古都西安市城区除了大雁塔
公园以及大唐芙蓉园有水外，在2017年
重新开发了东南城区的曲江公园，通过
护城河把唐城墙遗址公园串联起来。南
京市则在2017年疏浚秦淮河道。市民沿
着内秦淮河边，可以从仓巷一路游览到
逸仙桥，也可坐船从夫子庙到逸仙桥，秦
淮河两岸还增加了很多美景。

济南夜经济逐渐受重视
杭州留宿3天可补40元/人天

不像杭州、南京那样的南方城市，济
南的冬天虽然景色尚可，但是低温、夜长
的自然特征导致济南夜旅游一直不温不
火，夜经济可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济
南打造的一湖一环工程，成为春节假日
旅游亮点。

济南旅发委发布的2018年春节期间
旅游信息显示，大明湖周边的百花洲、芙
蓉街、开元广场、泉城广场等商圈人气都
很旺，周边商家逐步感受到“泉城夜宴”
带来的春意。银座泉城大酒店假期接待
人数同比增长了一倍多，营业收入增长
了近四成。

西安市利用黑夜搞文章跟济南几乎
同步，西安现有的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
以及大雁塔公园每到夜间也是美轮美奂，
灯火辉煌，但是这些老景点潜力有限。
2017年西安把花灯会引到了曲江池，并推
出了“西安年·最中国”的概念。“之前花灯
会没这么漂亮过，今年曲江池的游客太多
了，景区周边实行了交通管制，很多市民
挤都挤不进去。”西安市民敬先生说。

“一湖一环”虽有了人气，但记者近
日走访发现，漫步于大明湖畔的多为济
南本地或者章丘、商河等近郊区县市民，
跨省、跨市的外地游客仍较少，专门在济
南留宿的游客仍较少，济南作为旅游中
转站的地位仍待改变。

在这方面，杭州走在了全国前面。就
在上周，杭州发布了《关于实施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加快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
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要求，接待境外旅客来杭州过夜的在
杭旅行社还将得到补助。比如，接待的外
国人在杭逗留时间1天、2天和3天的，分
别按20元/人天、30元/人天和40元/人天
的标准给予补助。

千年老街巷走上互联网
旅游名城发力智慧旅游

3月13日上午，游客胡先生在大明湖
南侧王府池子街的导视牌上发现了一个
二维码，他拿出手机“扫一扫”后弹出了
一个叫“泉巷”的小程序，里面显示了诸
多济南老城区的景点。胡先生点开“王府
池子街”，屏幕上出现了王府池子街的历
史沿革和发展状况。

对于游客来说，王府池子或许还有
些熟悉，但是对于西更道、西辕门街、

西熨斗隅巷……不光是济南人未必能
够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外地人可能都
没有听说过。来济南老城走一圈，却不
知道这些古色古香的老街巷，不仅对游
客来说是种遗憾，也不利于济南老城旅
游的推广。

3月4日，历下区泉城路街道办事处
上线了“泉巷”旅游文化品牌。“泉巷”品
牌包含泉巷小程序及APP、泉巷吉祥物
和相关文创产品等。该程序不仅有文字
介绍，还有语音功能。未来，泉巷还要搭
建在线商城，为老城区老字号、手艺人提
供展示平台。

在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出发之前
先查看旅游攻略成了出行前的既定动
作。在泉巷出现之前，游客查询旅游路线
或者寻找美食多是通过商业性的地图或
者美食软件进行，济南推出泉巷小程序，
算是一次互联网+旅游的有益尝试。

从智慧旅游公交信息亭到济南旅发
委、明府城等微信公众号推广，济南一直
在探索智慧旅游。3月初，国家旅游局发
布消息称，今年济南将积极开展智慧旅
游城市建设。争取通过一年的努力，旅游
大数据体系基本框架初步确立，并完善
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将部分3A级景
区以及购物街区接入旅游产业监测平
台，把市内核心旅游目的地全部纳入。

她是杜甫诗里的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
士多”，她是李清照词
里的“争渡争渡，惊起
一滩鸥鹭”，她是辛弃
疾叹道的“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她是赵孟頫《鹊
华秋色图》里的“云雾
润蒸华不注，波涛声
震大明湖”，她是老舍
笔下“响晴”的冬天，
她是梁容若赞的“在
厚重里有潇洒，在纯
朴里有灵秀，在平凡
里有器用”，她还是琼
瑶创造的“还记得大
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她是有着2600年历史
的古城，她就是我们
生于斯长于斯的济
南。为何一座人文荟
萃、名士风流的古城
却在今天变成了“钝
感之城”，大明湖比西
湖、玄武湖差在哪里，
泉城如何比肩杭州、
南京、西安？今天本报
将从多层面把我们生
活的这座城市与这些
以旅游著称的城市进
行比较，找找这座千
年古城如何用好现在
的资源，发展属于泉
城特色的全域旅游。

编者按

泉水是济南的魂，但是这摊水济南利用得还远远不够。“白天不懂夜的美”，一湖一环点亮了济
南夜空，也打开了济南夜经济的大门。相较于去年，2018年春节期间纳客几乎翻番，足以说明泉水
与夜空的功效。一湖一环以及明湖秀仅仅是探索，深入挖掘泉水的优势以及弥补夜晚的不足，才是
济南老城旅游发展的方向。

济南泉城路街道办推出了“泉巷”，扫描牌子上的二维码就能知老街巷的历史。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明湖秀全景图（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16全国十大“互联网+旅游”城市
依次为北京、深圳、杭州、重庆、天津、南
京、西安、香港、厦门、海口。值得注意的
是，省会济南并未在榜单之内。

2015年，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便与中
国旅游研究院合作建设地方旅游经济
实验分室，推出了适配手机的大数据移
动客流监测APP。2016年杭州市旅委首
次通过大数据技术对12个热门景点进
行流量实时监控，平台上线后迅速获十
余万用户关注。实验室的建立加快了杭
州旅游业态从纯观光游向观光、休闲度
假、商务会展“三位一体”转变，全面推
进了杭州“智慧旅游”的建设。

2017年，西安推出了西安城墙智慧
导览APP。打开APP后，整个西安城墙
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上。点击图标，不
仅会有相应的语音介绍，还会有精彩的
视频。此外，客服中心、自行车、商店、洗
手间以及出入口等，所有位置清清楚楚
标注在地图上。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刘晓旭

城市争打“互联网+旅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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