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张宇宁

山东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围绕红
色文化打造的旅游项目亮点频出，立足
山东红色基因的红色旅游为市民游客带
来新体验。

红嫂家乡旅游区位于临沂市沂南
县，景区以沂蒙山区的村落原貌打造了
常山古村。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在煎饼小
院里亲手摊一个煎饼，品尝沂蒙山区的
特色美食；也可走进中国红嫂革命纪念
馆，了解革命岁月里，无数沂蒙女性书写
的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感受伟大的沂
蒙精神。

最具特色的是旅游区内的小院演出。
小院就是舞台，小院里的物件就是道具，
观众与演员面对面，《妇救会》《识字班》

《战地医院》《永远的新娘》等节目就这样
自然上演，如同在观众眼前真实发生。

据了解，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打造
的《沂蒙四季》沉浸式情景演出，场地依
托原生态村落，演员由当地农民和文艺
爱好者组成，“当地人用当地话演当地
事，真情纯朴又接地气。”

当古村入夜，还有别样精彩。在山村
剧场，民间音舞文献史诗剧《沂蒙四季·红
嫂》运用先进的声光电技术，打造了国内
首个室外和山村融为一体的观众看台，露
天环形巨幕和舞台带来震撼视听效果，用
科技真实再现了沂蒙红嫂的故事。

在枣庄，演出舞台则是一座城。铁道
游击队影视城位于山东省枣庄市铁道游
击队纪念公园内，融合了民国时期的建

筑风格与鲁南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城
内，《碳厂智斗》《沙沟受降》等多部红色
真人情景剧上演，逼真的场景、生动的表
演，带游客近距离走进历史故事，回到峥
嵘年代。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深入人心，铁道
游击队的战士是无数人心目中的英雄。
铁道游击队影视城打造的真人情景剧，
收获了无数游客的好评。

在山东，红色文化“触手可及”。烟台
海阳地雷战纪念馆“七一”特色红色文创
纪念章、潍坊诸城市王尽美革命事迹教
学基地的尽善尽美纸雕灯……山东鼓励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以革命文物为依托，
运用市场机制开展文创产品设计、生产、
展示、销售等活动，培育了一批红色文创
品牌产品，深受市民游客的欢迎。

除文创以外，围绕山东各地的红色
文化，一大批手造体验、研学路线、实践
活动遍地开花，红色旅游成为文旅市场
的重要增长点。

6月18日，山东省国动办向市民推荐
了49条红色旅游线路，精选全省16市的
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革命遗
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串联起省
内渤海红色文化、运河红色文化、铁道红
色文化、黄河红色文化、滨海红色文化等
各类红色文化资源。线路中包括2天行程
的渤海革命传统主题游；3天行程的黄河
文化、运河文化、鲁南铁道游击主题游；4
天行程的胶东黄金密运、胶东地雷文化
主题游；5天行程的滨海大国重器主题游
等，供游客选择。

记者 孙远明 青岛报道

6月26日—28日，山东省副
省长邓云锋带领省直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各市分管负责同志、
金融机构代表、部分文旅企业代
表、各市文化和旅游局主要负责
同志赴临沂、日照、青岛3市对沂
水沂蒙彩虹小镇、五莲白鹭湾小
镇、青岛西海美术馆等11个重点
文旅项目进行实地观摩考察。

28日上午，在青岛召开2024
年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项目观
摩工作会议。会议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磊主持，
青岛、日照、临沂市政府分管负
责同志和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
山东文旅集团代表在会上作交
流发言，副省长邓云锋出席并讲
话。

邓云锋指出，本次观摩展现
了我省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态
势，是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
践。观摩的项目规模体量大、场
景业态新、文旅融合深、整体效
益好，通过观摩激励各市取长补
短、聚力攻坚，营造了比学赶超、
大抓文旅的浓厚氛围，取得了良

好成效。
邓云锋强调，文旅融合是一

篇大文章，要坚持宜融则融、能
融尽融，按照高质量发展方向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找准
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最大公约数、
最佳连接点，推动文化和旅游在
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
合。要坚持守正创新，在思路布
局上，要注重保护第一、注重创
意策划、注重彰显特色，打造有
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产品。在模
式路径上，要大力培育发展“文
化遗产+旅游”“传统文化+旅游”

“艺术+旅游”“演出+旅游”“红色
文化+旅游”等文旅融合新业态，
着力打造文旅融合特色品牌。在
发展保障上，要强化科技应用支
撑、宣传推介支撑、人才队伍支
撑、设备更新支撑，推进文旅融
合进一步打开格局、拓展空间、
行稳致远。

邓云锋强调，推进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强化责任
担当，完善制度机制，狠抓工作
落实。要做好统筹谋划，建立完
善的旅游工作统筹协调机制，构

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
管、文化和旅游部门主抓、有关
部门积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大旅游
工作格局。要优化政策环境，在
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拿出切
实管用的实招硬招，保障重点文
旅项目的要素需求。要开展督查
激励，建立重点文旅项目督查机
制，定期调度重点文旅项目建设
情况，并建立文旅产业发展评价
体系，对先进市、县、企业给予奖
励和支持，努力营造推动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在山东，感受不一样的红色游

山东文旅项目业态新融合深
2024年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项目观摩工作会议召开

见习记者 何雨晴

烈日当空，高温持续。记者发现，
济南的泉城书房成了十足的“避暑胜
地”。

走进济南市历下区超然楼泉城
书房内，一阵清凉扑面而来，简洁的
桌椅，有序摆放的图书，将夏日炎热
一扫而空。

正在准备考试的刘女士和考研
的周女士是一对“学习搭子”，周女士
向记者介绍说，二人在自习室相识，
夏天天气炎热，二人便转而来到泉城
书房内学习。“这里布置得很温馨，氛
围很轻松，学累了我们还会去景区散
散步。”

据了解，泉城书房的运营时间为
早上8:30至晚上9:00。泉城书房图书管
理员舒兴勃告诉记者，现在暑期大部
分来书房的人都是乘凉的游客、退休
的老人或是准备考试的人群。

泉城书房始建于2018年底，是在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下，由济南
市图书馆具体执行建设的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除了坐落于大明湖景区内

古色古香的超然楼分馆，在济南，还
有各种不同特色的主题书房可供市
民游客拍照打卡、阅读、避暑。

据统计，截至2024年一季度，济
南市已在12区(县)和3个功能区建成
开放泉城书房51家，累计接待读者
894余万人次，借阅文献194万册次，
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5500余场次。

“大部分游客来书房只会在一
楼驻足停留，少部分游客来到二楼
阅览区和活动室会对活动感兴趣，
也会报名参与读书会等活动。”泉城
书房超然楼分馆主管孙圆告诉记
者，“书房二楼设有活动空间，平时
会举办读书会、成人夜校等活动，可
通过济南市图书馆手机小程序报名
参与。”

“我们泉城书房特别策划了‘寻
找夏天de100种方式’暑期活动，更好
地丰富儿童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
活。”孙圆告诉记者，本次活动内容十
分丰富，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有充满
色彩与创意的手工艺制作活动，有探
索自然奥秘的昆虫标本制作活动，还
有交互式阅读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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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照万平口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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