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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在济南，千年名城“爆红”变“长红”
全国主流媒体记者走进济南市，看泉水之城的婉约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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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城市礼物”
热度一波更比一波高

11月30日下午，调研团一行走
进明府城片区，听泉水叮咚、看风
貌建筑，感受济南独特的泉城文
化。从明府城片区离开后，调研团
夜游护城河、大明湖，感受济南夜
间经济的繁荣和文旅市场的火热。

“济南的城市气质越来越好。”
北京日报客户端编辑部主编周文
丽表示，明府城作为济南老城的核
心区域，颜值越来越高、品牌越来
越响、对游客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焕发出泉水之城的独特魅力。

调研团中不少人都有同感，如
今的济南活力四射，城市吸引力在
进一步增强。

济南是如何提升魅力的？据了
解，今年以来，济南坚持文商旅体
一体化融合发展，打造“一年四季·
泉在济南”城市IP，策划、开展“泉”
在济南系列活动，形成文商旅体融
合发展的新型价值链，取得了以文
化人、以商兴业、以旅融城、以体聚
力的发展新优势。

“泉”在济南都有哪些活动？记
者梳理发现，“泉”在济南与假期文
旅结合，每逢假期都会推出相关活
动。目前，济南已立足文化、商贸、
旅游、体育、园林、教育、供销等领
域实际，推出了“泉”在济南过大
年、过五一、过暑假、享金秋系列活
动，形成“全民、全域、全时”的文商
旅体活动格局，实现“一年四季·泉

在济南”活动长流水不断线，掀起
一波接一波的高潮。

“泉”在济南不仅是个文旅概
念，更有丰富的内涵。在“一年四
季·泉在济南”活动期间，济南策划
开展了“食、购、游、文、遗、艺、赛、
庆、品、鉴”等十大类别4000余场活
动，开展了以研学、泉水和阅读为
主题的十百千工程。

“泉”在济南活动内容丰富，如
发布济南露营地图和旅游攻略，打
造星空潮流派对、山野音乐狂欢、
野趣创意市集等多元化、沉浸式旅

游新场景；打造“礼遇泉城”系列伴
手礼品牌，推出泥塑兔子、泉水主
题系列文创、“二安”主题系列文创
等首批“城市礼物”。

亮出“金字招牌”
创新玩法更有“济南范儿”

“泉”在济南系列活动的举办，
也拉动了消费升级，文旅消费新潜
力得到充分释放。

今年，济南推出了“乐购月”“惠
享季”“未来生活节”三大标杆性节

庆活动，成功举办“泉城购”2024济
南消费季、2024“中华美食荟”，发布
100家“鲁菜必打卡名店”，评选出了
泉城品鉴·十大泉水宴、十大把子
肉。同时，济南还成功组织了第32届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024济南泉
水节等重大展会活动，发布了十大
主题研学基地、十大暑期亲子游打
卡地、十大夜间经济集聚区，让文旅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城市IP的打造，让济南文旅市
场不断焕发活力。以暑期为例，济
南全市接待游客总量为2396 .68万

人次，同比增长38 .43%，各大景区
实现营业收入7 .81亿元，同比增长
21 .2%，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130%，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40%，
位列全国十大热门周边游城市第
六位。

城市热度的提升，离不开文旅
内容的创新，“济南范儿”的特色项
目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亮点。

记者了解到，济南用创新性玩
法展现“青春气、烟火气、书香气”的
城市底气，塑造了年轻人追捧的把
子肉、诗词文化、小动物等三大“拳
头产品”。通过尝一块把子肉，走一
次曲水亭街，坐一条画舫游船，吟一
首唐诗宋词，打卡一次宠物聚集地，
从美食到文化再到娱乐，将特色元
素与生活元素完美融合。

同时，济南通过举办中华美食
荟、啤酒节、花朝节、龙山文旅季、
对诗擂台赛等一系列文旅活动，重
点打造了乾隆下江南、还珠格格、
夏雨荷、诗词PK、猫猫寺等独特体
验场景，培育出一大批彰显泉城特
色文化、极具“济南范儿”、深受青
年人喜爱的精品项目。

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新
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熊远树看
来，济南“一年四季·泉在济南”城
市IP是推动文旅发展的典范。该IP
深入挖掘泉水文化，以四季变换为
线索，打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旅活动，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体验。通过这一IP的推广，济南不
仅提升了城市知名度，更实现了文
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城市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一年
四季·泉在济南’正成为济南文旅
发展的‘金字招牌’。”熊远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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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底子”
跨黄通道领先沿黄城市

如今的济南，鳞次栉比的跨
黄桥隧，正成为济南迈入“黄河时
代”的有力支撑，为携河北跨打好

“底子”。11月30日下午，调研团跨
黄而过时，市域内183公里的黄河
上，多座跨黄桥隧正按计划推进工
程建设，黄河济南段呈现出一幅繁
忙施工的景象。

在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张汝华看来，跨黄通道
的建设，改变了济南城市发展空间
东西长、南北窄的局面，让城市空间
拓展不再受黄河天堑制约，将江河
由城市屏障转变为城市发展轴带。

携河北跨，交通先行。据济南
城市建设集团工作人员介绍，为支
撑“北起”战略，近年来，济南建成了
济乐高速南延线（石济客专公铁两
用桥）、济南黄河济泺路隧道、济南
黄河凤凰大桥、济南黄河大桥新桥、
济南黄河齐鲁大桥5座跨黄通道。其
中，济南黄河济泺路隧道被誉为“万
里黄河第一隧”，它将居民过黄方式
从“水上跨越”变为“水下穿越”。

拥河入城，久久为功，济南为
迈进“黄河时代”，在黄河上规划了
更多的大桥大隧。据济南市城乡交
通运输局数据，目前，济南市规划建
设跨黄通道共34处，包括28座大桥
和6座隧道，规划数量和密度居沿黄
城市之首。其中，济南起步区42公里
范围内有跨黄通道19处（13桥6隧），
平均2 . 2公里1处，密度与上海、杭
州、南京、武汉等沿江河城市相当。

28桥6隧的规划建设，为济南

从“大明湖时代”跨越到“黄河时
代”新阶段打好了“底子”。

补齐“里子”
黄河新城发展势头强劲

基础设施建设是打“底子”，黄
河新城配套设施及产业园区的建
设，则为“拥河入城”补齐了“里
子”。本次调研行在济南黄河北岸
的首站选在了黄河体育中心，这座

拥有多项世界之最、国内之最的起
步区配套设施，将成为济南建设黄
河新城的标志以及“黄河时代”的
地标。

济南为何要建这么一座体育
中心？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有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起步区发展定
位为“四个新”，即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示范、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新引擎、
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平台、绿色智

慧宜居的新城区。在成形起势中，起
步区导入高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文体设施，完善配套设施，让辖区群
众同步共享新城建设发展的红利。

据了解，黄河体育中心建成
后，将成为山东省首个6万座专业
足球场（甲级大型体育场），济南市
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国
际足球赛事。

产业兴则城市兴，济南建设黄
河新城，在产业项目上也下了功
夫。济南起步区大力培育新质生产
力，构建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为主体，高
端服务业为支撑的“3+1”现代产业
体系，布局了数字经济产业园、中
科新经济科创园、未来产业园等一
批高端产业园区，引进了比亚迪、
爱旭、国电投等一批重量级产业引
领项目，形成了新能源汽车制造、
泛航空、新材料3条产业链。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大工程、大
项目对黄河新城成形起势的助力。
今年前三季度，起步区全域地区生
产总值307亿元、同比增长12.3%，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7.5%，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7%，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4%，保持了强
劲有力的发展势头。飞跨两岸的跨
黄通道、宏伟壮观的现代建筑，尽显
济南迈向“黄河”时代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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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2024年度活力之城”，成为假期周边游热门目的地……2024年，济南魅力升级，包括明府城、大明
湖、超然楼在内的景点热度持续上升。

11月30日，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网信办、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指导，大众报业集团（大
众日报社）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山东省新型智慧媒体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数字文化创新实验室承办，中
共济南市委宣传部、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协办的“深改在山东——— 全国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走进济
南市，深入明府城、大明湖等地调研，看泉水之城的婉约灵动。

28桥6隧，济南变黄河屏障为发展绸带
调研团跨黄而过，感受拥河入城的豪迈气势

11月30日下午，“深改在山东——— 全国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调研团从济南黄河凤凰大桥穿过黄
河，进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调研济南黄河体育中心等地，感受济南拥河入城的豪迈气势。

调调研研团团嘉嘉宾宾走走进进百百花花洲洲传传统统工工艺艺工工作作站站，，感感受受非非遗遗魅魅力力。。 王王鑫鑫 摄摄

建建设设中中的的黄黄河河体体育育中中心心。。 王王鑫鑫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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