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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93 . 1%的游客将美食体验视为旅游主要因素

钟爱寻“味”之旅，年轻人开启美食定制游

潍坊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典型

吹响青少年普法教育“集结号”

发挥“五老”优势，不断
壮大法治教育队伍力量

潍坊市关工委按照“党委统
一领导、关工委主动作为、有关部
门积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原则，积极与组织、政法、教育
等部门对接，利用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协会和社团组织、青少年教
育基地等场所打造法治教育主题

“五老”工作室69处。“五老”工作
室根据青少年需求，科学制定工
作计划，定期组织“五老”志愿者
为未成年人及家长开展宣传宣讲
或提供法律服务。各级“五老”志
愿者依托该平台开展宣讲1200余
场次，解答青少年法律问题3180
个，提供法律咨询服务95次。

今年5月17日，潍坊市关工委
主任赵兴涛参加昌乐县法治副校
长聘任仪式并为法治副校长颁发
聘书，昌乐全县72名法治副校长
同时被聘任为相关学校关工委副

主任。目前，全市聘任法治副校长
857名，实现中小学校全覆盖。

今年以来，潍坊市关工委联
合市委政法委、市教育局着眼提
升法治教育队伍的力量，深入研
究加强法治副校长工作与关工委
法治教育融合推进的办法措施，
推动全市中小学校聘任其法治副
校长担任学校关工委副主任，进
一步明确法治副校长工作任务、

内容和形式，统筹安排法治副校
长工作与关工委青少年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

各县市区、开发区关工委认
真研究法治副校长队伍和“五老”
志愿者队伍融合建设、优化配置、
整体推动、提升效率的工作措施，
形成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的整体优势。

6月6日，高新区法院智慧党
建中心被命名为潍坊市关心下一
代教育基地。目前，全市各级关工
委以遵法、学法、守法为主题，建
设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42处，并
定期组织青少年参观，邀请“五
老”进行讲解和现场演示。

擦亮工作品牌，推动青
少年法治教育入脑入心

2024年，是潍坊市关工委确
定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巩固
年。高密市关工委积极响应，开
展“法育成长 护佑未来”“法治
课代表我来当”等系列法治教育
主题活动，进一步擦亮了以青少
年维权、防校园欺凌、未成年人
帮教、法律知识宣讲为主要内容
的“未爱护航 同行筑梦”法治
教育品牌，引导青少年学法、用
法、守法。

自潍坊市关工委实施工作
品牌建设三年计划以来，各级
关工委以“关爱明天、普法先
行”活动为载体，打造法治教育
工作品牌11个，举办法律知识
竞赛、案例分析、小视频展演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法律知识

“活起来”，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自2015年起，潍坊市关工
委组建了市、县、镇三级“五老”
志愿者关爱宣讲团，吸引有法
律特长的“五老”志愿者参与其
中。每年根据中小学校的需求，
联合教育部门共同制定宣讲计
划，明确每个宣讲团成员的宣
讲时间、学校、主题，并根据学
校的要求，对在校师生和学生
家长进行普法教育宣传，每年
开展法治教育宣讲500多场次，
实现法治宣传教育规范化和个
性化相结合，各级关工委还积
极开展网上法治教育，利用教
体系统远程互动课堂平台开展
法治宣讲直播，辖区学校教室
一网通达，进一步扩大了教育
的覆盖面。

与此同时，为使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更加贴合实际，潍坊市
关工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根据
近期出台的密切关系青少年成
长的多部法律法规，对《潍坊市
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进行修
订。各县市区立足当地实际，编
印青少年法治教育读物十余种，
并及时更新修订，使刻板的法治
教育教材生动起来，让法治信仰
根植青少年心中。

法治副校长开展反邪教宣传进校园活动。

近年来，潍坊市关工
委积极探索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的有效途径，加强
与职能部门的沟通配合，
拓宽工作渠道、活化教育
形式、充分发挥“五老”优
势，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组织青少年走进法治教育基地。

张宇宁 济南报道

邓紫棋直播吃济南把子肉
吸引40万网友围观

近日，邓紫棋演唱会在济南举办，音乐盛
宴结束之后，另一场特殊的直播——— 邓紫棋
品尝把子肉继续上演，吸引40万网友围观。在
直播评论区，不少网友表示“看着都香”“想去
济南尝尝把子肉”。

“啥好吃？”“去哪儿吃？”前往一座城市旅
行，许多游客都会提前搜索“当地特色美食”

“不可错过的美食打卡地”。而各大社交平台，
诸如“美食地图”“逛吃攻略”更是层出不穷。

携程数据显示，旅客出行半径越长，对
美食推荐信息的需求度越强。如今，交通
便利性（65%）、自然景观（56%）和美食体
验（44%）已经成为旅客选择目的地以及餐
厅的三大主要因素。

游客的口味也日趋多样化，差异化和
特色化的美食形式、场景更受欢迎。美团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餐饮场景中，游客
消费较2023年上升超75%，2024年必吃榜
上榜餐厅达2797家，近半数为城市特色商
户，烟火小店占比46%。

在线旅游平台催生新职业
美食游定制师受欢迎

美食本身就是城市在地文化的一部分。
街头路边的淄博烧烤、防空洞里的重庆火锅、
雪乡的东北铁锅炖，都是当地物产、民俗的一

场集中展示。美食更是游客品味历史文化的
载体，诸如诠释了深厚孔府文化的孔府菜，展
现泉水文化的济南泉水宴皆可让游客感受

“舌尖上”的齐风鲁韵。
游客对美食文化的钟爱，也衍生出了

包括“美食定制游”在内的更丰富的旅行
需求。某在线旅游平台上，“粤式美味品人
间烟火”“深度探访喀什古城美食”等都是
偏好美食的定制线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旅游平台上也出现
了相关“新职业”。以携程为例，目前平台已有
1200位经过认证的美食游定制师，已推出了
覆盖40城的旅游+美食定制线路。来自苏州的
美食游定制师张旭推出了2天8餐的纯苏式美
食定制线路，“一经推出好评不断，有用户体
验完该线路后表示，体重上涨了3斤”。

更多年轻人
选择“吃在酒店”

对于当下的游客而言，旅行逐渐成为放
松身心、收获情绪价值的渠道。在这个过程
中，“吃”“住”的体验尤为重要。

随着近日的天气转冷，山东济南的王先
生期待着与女友开启一场温泉之旅。谈及细
节，王先生提出了几个想法：近郊、好住、有美
食。最终他们选定了邻近济南的齐河县一家

“吃住泡”一体的温泉度假酒店。
记者发现，更多年轻人开始吃在酒店。

“90后”游客郑跃喜欢不扎堆、不计划、不打卡
的“慢充式旅游”，是否自带餐厅成为他选择酒
店的首要条件，“如果从两个酒店中选择，我一
定选择带餐厅的那个，游泳后享受晚餐可以让

我褪去一天的疲惫。”为了更方便地吃到当地
美食，他每次都会选择带餐厅的酒店入住。

是否自带餐厅、附近是否有餐厅成为许
多年轻人选择酒店的重要指标，这一现象甚
至带动了相关酒店订单的增长。据携程美食
林榜单数据显示，近几个月，携程美食酒店榜
曝光量环比增长了170%。

美食体验已成为
旅游的核心目的

种种现象表明，美食在旅游产业发展中
的地位愈发重要。此前，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
旅游课题组发布《文化驱动下美食旅游高质
量发展实践与路径——— 2024中国美食旅游发
展报告》，其中提到，随着大众旅游的不断发
展，美食在游客体验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
化，已成为游客规划行程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甚至成为旅游的核心目的。93.1%的游客认为
体验美食是前往外地旅游的主要因素。

美食文化将成为旅游产业的新质生产
力。12月，“山东省‘四个一百（百道经典鲁菜、
百条美食名街、百道网红小吃和百位鲁菜名
厨）’评选暨鲁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
烟台举办，届时将为旅游者营造奔赴山东、乐
享鲁菜的美好体验，带动旅游餐饮产业转型
升级，为精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美食成
为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也是游客与
当地文化连接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美食
需要以旅游的名义、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持之
以恒的品质控制，以最温暖的态度，让千千万
万游客与城市产生共情。

“民以食为天，游以食为先”。美食作为
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一大要素，在消费占比中
越来越高。携程调查数据显示，每4个旅客中
就有1个人因为美食而开启一次新的旅行，
甚至催生了“美食定制游”等旅行需求。

把子肉吸引不少游客来济打卡。 据文旅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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