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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观·游济南

打打造造特特色色方方阵阵 突突破破地地域域孤孤岛岛
专家：以文化旅游带动济南老商埠区重现活力

国内将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
成功结合的城市有很多，在旅游与
文化专家提到的可借鉴案例中，省
内的台儿庄古城，省外的福州三坊
七巷、成都宽窄巷子、天津意式风
情街都被多次提及。

宽窄巷子是历史街区改造的
经典案例。从2007年起，成都对宽窄
巷子搬迁900余户居民、修复50个院
落、改造3万多平方米地面建筑、修
建1 . 1万多平方米地下停车场。2008
年宽窄巷子正式开放，第一年就吸
引了800万游客。修葺一新的宽窄
巷子由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
院落、兼具艺术与文化底蕴的花园
洋楼、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
具特色的建筑群落组成。三条东西
方向的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
都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进行了功
能定位，形成了情景消费游憩区、
精致生活品味区和时尚动感娱乐
区三类业态。

三坊七巷作为中国十大历史文
化名街，由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林则徐纪念馆以及乌山历史风貌区
三个景区构成。它的改造从2006年开
始，福州市投入巨资对这一古建筑
群进行修复，对42个文保单位、挂牌
保护民居以保存方式进行保护，对
连片的、保留相对完整的民居和坊
巷风貌地块，以修缮的方式进行保
护和控制，对于保存质量状况不够
好的建筑采取装饰的方式进行保护
和改善。改造后的老街巷商业模式
多元，不再以居住功能为主，而是以
参观游览为主，满足了游客多方面
的需要，成了国家5A级景区。

“天津意式风情街颇有异域风
情，整整一条街很多小工艺品店、精
品店，琳琅满目，让人流连于此，很
多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闲逛。”说到
国内和济南老商埠区相似的地方，
不得不提天津的意式风情街。

天津意式风情街作为天津海河
风景区的重要景点和游览休闲区,
游客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历史遗存
的意大利式建筑。不管是街区中心
喷水柱的马可·波罗圆形广场，还是
梁启超的饮冰室、曹禺故居、李叔同
故居、袁世凯及冯国璋的府邸等，保
存完好且历史韵味十足。

该区域还设有专门的意式风
情区站，多趟车次往来这里，使得
天津意式风情街基础交通设施十
分便捷。

本报记者 于悦
见习记者 张晓燕

本报济南5月1日讯（记者
刘飞跃 许亚薇 实习生 刘
晓旭） 今年“五一”假期，济南
市旅游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
出，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据调查
测算，假日期间，全市重点监测
的天下第一泉景区、千佛山景
区、方特东方神画、九如山等12
家景区点累计接待122 . 72万人

次，同比增长24 . 4%。实现营业
收入3081 . 4万元，同比增长
26.7%。

一首陈小熊的《济南济
南》，成为展现济南风景名胜、
民俗文化抖音小视频的背景音
乐，有关济南的视频上传到抖
音平台的有310个，浏览量六千
多万（播放、点评、点赞等）。受

此影响，吸引众多年轻人来济
南旅游“打卡”，感受“抖音”里
的济南。宽厚里、芙蓉街、曲水
亭街等均是游客爆满，人挤人。
芙蓉街因游客众多，启动单向
限行。连音社的宽厚里驻唱，使
宽厚里成为“抖音”一条街。经
初步统计，宽厚里“五一”期间
客流量达到38万人次。

天下第一泉、千佛山、九如山
等景区持续火爆。经闭园维修后
的济南国际园博园，自4月28日免
费开放以来，更是人流如织，截至
4月30日晚8点，入园游客超过8.7
万人次，达到开园9年来的最高。
修缮后重新开业的华阳宫，小长
假首日就接待游客1800人次，超
过往年年均客流量的一半。

“一湖一环”景观亮化和
“明湖秀”吸睛无数；方特东方
神画推出篝火晚会主题夜场；
九顶塔景区的篝火晚会狂欢
节，使夜游济南成为一种新风
尚，吸引众多外地游客留宿济
南，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业的火
爆，这也见证着济南从旅游中
转地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本报记者 于悦
见习记者 张晓燕

除了恢复建筑外形
要增加文化元素

“济南老商埠区的发展
目前面临着定位不准的问
题，我们要搞清楚它应该怎
么为游客服务。”山东旅游职
业学院教授陈国忠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老商埠区是济
南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拥
有比较完整历史风貌的历史
街区之一。在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老商埠区的发展要与时俱
进，将传统商业文化的精髓与
现代社会相结合，这个区域急
需得到保护和开发，以旅游带
动街区重现活力是一条有效
的途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
在对建筑外形的简单恢复
上，还应该将它本身特有的
历史文化进行恢复，同时增
加一些业态，比如加入一些
文艺表演。”

济南社会学专家、民俗
学者刘学斌也认为，济南老
商埠区首先要解决好定位问
题，并树立一定的文化经营
理念。“现在老商埠区外形建
筑有了，但是里面应该添加
什么东西吸引游客呢？”刘学
斌表示，济南老商埠区的发
展要静态和动态相结合，除
了建筑外形，还需要在里面
加入动态的东西，比如适当
增加一些民俗表演、曲艺、相
声和魔术等。“比如可以组织
一批身穿民国时期衣服的志
愿者，在附近通过一些才艺展
现济南历史文化。老商埠区的
发展必须要将济南文化贯穿
其中，将济南原汁原味的文化
保存并延续发展，才能带来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另外，刘学斌表示，济南
老商埠区要尽力摆脱“孤岛”
身份，发挥自己的区域优势，
积极与周围区域形成一定的
联动效应。

充分利用历史资源
打造多个展示区

要提升老商埠的人气，
首先要将现有的历史建筑资
源修复和利用起来。济南市
考古所所长李铭认为，可以
先确定一个项目，从经二路、
经三路、经四路中选出一条
街来进行打造，首先将这条
路两侧保存的历史建筑进行
修复和整理，对它们进行挂
牌和介绍说明，根据它原有
的商埠业态打造出如“银行
一条街”“老字号一条街”等

等。对于不符合该区域风貌
的建筑可以先对其外立面进
行改造，再逐渐改造内部的
配套设施等，形成统一的商
埠建筑风格，向大家展示济
南老商埠文化。

“另外，也可以方阵的形
式打造项目，例如‘小广寒’
周边还有好几座德式建筑，
将它们共同打造成餐饮主题
的方阵，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进行征收，作为高档餐饮文
化展示区。”李铭举例说，纬
四路至小纬五路方阵，建成
以商埠公园与图书、艺术欣
赏为特色的文化区域；小纬
六路至纬六路方阵，建成以
基督教堂为主的宗教文化展
示区；纬六路至纬七路方阵，
以毛泽东同志多次下榻的济
南饭店为主打造伟人文化
区。这些方阵将使老商埠区
文化得到充分展现。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系教授王晨光认为，要
想发展老商埠旅游，首先要
把基础旅游要素都补全，强
化它的旅游功能，可以拿出
一条老街或者一组街巷来进
行旅游招商。“市区的芙蓉
街、后宰门等老街空间尺度
相对较小，想要大规模开发
很难，商埠区空间范围非常
大，开发起来更加容易。”

“要真正当做一个旅游
产业来做，将来的开发也要
形成组团的效应，形成多个
热点，政府可以筹建一个开
发主体，让其拿出方案来设
计产品、搭建合作网络。”王
晨光说。

省城“五一”纳客122 . 72万人次

同同比比增增两两成成还还多多，，济济南南游游交交满满意意答答卷卷

葛他山之石

复复兴兴历历史史街街区区
这这些些值值得得借借鉴鉴

济南老商埠区的标志建

筑老洋行。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百年商埠咋留人

作为城市文化的载
体，一座城市里的历史街
区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和
提升社会文化底蕴方面显
得格外重要。专家建议，济
南老商埠区要借鉴开发利
用的成功案例，首先要补
齐旅游的基础要素，强化
其旅游功能，以旅游带动
街区重现活力。

老商埠博物馆内介绍

了济南开埠历史。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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