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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走向两极化

由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自然条件
和文化板块不同，中国各地形成了形态缤
纷、风情各异的古城镇文化。古城镇是历
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不
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
段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真实记录了传
统建筑风貌、优秀建筑艺术、传统民俗民
风和原始空间形态，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利
用价值。

古城镇早已成为各地发展旅游的重要
突破口。仅在山东，近年来就开发了台儿庄
古城、青州古城、东昌府古城、东夷小镇等
一批知名的古城镇，成为各地文旅融合的
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仿古小镇，因为缺
乏深厚底蕴和独特性，热闹一阵就沉寂了。
盲目的建设与开发，不仅影响了古城镇形
象，而且会浪费宝贵的土地和历史资源，造

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实践证明，古城镇旅游开发具有较高

的门槛，并非古建筑成规模、街市庭院完
备，就会游人如织、大功告成。只有与自身
的悠久历史、民俗文化相融合，设计出符合
当地与时代特征的旅游产品，才能避免被
市场淘汰的尴尬境地。

活跃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是古城镇肌理的一部分，也
是提升其活力和品质的重要手段。古城镇
的生态建设，不仅是环境绿化，而且要通过
引入旅游功能，让古城镇变得有活力、有魅
力，使古城镇在视觉上是多彩的，在精神上
是快乐的，在体验上是丰富的。

用好当地的非遗资源，是一种容易实
现的做法。相比国内其他被搬迁一空或者
粉刷一新的“古城”，青州古城至今仍有超
过2万原住民在古城内生活和工作，与星罗
棋布的文物古迹相得益彰，因此也被誉为
是一座“活着”的古城。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是李广武的表

演时间。在搭档的配合下，这个年近八旬
的老人乐此不疲地表演着“扑蝴蝶”技
艺。在青州古城的街巷里，像李广武这样
的非遗传承人还有很多，花毽、挫琴、八
角鼓……每天有近百位国家级、省级、市
级的非遗传承人在古城里免费为游客表
演、展示。

为了激活古城的非遗生态，青州每年
财政拨付12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非遗艺术
团常态化展示展演。通过这种形式，当地

“抢救”了2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80多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府买
单，百姓受益”的非遗惠民新模式，让文化
遗产真正活起来、传下去，同时，丰富了青
州古城的旅游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

“夜态”提升人气

古城镇开发不仅要考虑旅游产业发
展，同时，还要注重城市经营层面的管理与
提升。在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和度假等基本
功能业态的同时，需要不断深化发展节庆、
消费、购物、娱乐和体验等新兴业态，通过

业态尤其是“夜态”内容的丰富，提升古城
镇吸引力。

根据携程发布的《2021上半年旅游夜
经济报告》显示，随着文化加持夜游经济，
古城镇、古村落正成为精彩夜生活的聚集
地。

台儿庄古城为了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丰富夜游产品差异性，增加与游客的互动
性，欢乐杂技嘉年华、复兴广场的火龙钢
花、千里走单骑酒吧、梦幻冰雪大世界、鲁
南皮影戏、丁字街网红萨克斯、为时尚加码
的青岛啤酒酒吧等项目，为游客夜游营造
出传统与时尚兼具的氛围。

与此类似，以东昌府古城为主阵地，聊
城市今年推出了“金秋音乐节”，演出形式
包括戏曲、杂技、综艺、曲艺、小品、非遗展
示等，各项活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演出
平均每场观众达1000人次，4次网络直播浏
览量达280万人次。

“夜态”项目的拓展，有效解决了古城
镇留住客人的难题。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
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而且为夜游古城镇
增添了许多亮点，直接带动了文旅消费。

“千镇一面”带不来“回头客”

古城镇旅游：丰富业态才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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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党建品牌

让市民乐享文化盛宴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切实提高民主生
活会、组织生活会质量，坚持领导干部讲
党课、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在落实支部
每季度至少上一次党课的基础上，制定了
《党员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书记“七
一”专题党课方案》。持续开展创建“示
范党支部”活动，组织各基层党组织完善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
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党员积分管理
等党支部工作制。各基层党组织根据年初
制定的“主题党日”计划，每月结合实际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严格落实领导班子集
体责任、党组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认真制定完善“三级三张
清单”。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坚持党建和文化
旅游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
实、一起检查，形成党建、业务“一盘
棋”，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在
年度考核等相关考核中，对党建和业务工
作同总结、同述职、同考核、同评价。

全局所有独立对接社区的基层党组织
都与社区签订了年度“共建项目清单”、
确定重点为民办实事项目，积极开展“非
遗进社区”“演出进社区”“电影进社
区”“政策宣传进社区”“展览进社区”
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学党史传承红色
基因、忆初心汇聚奋进力量”主题党日活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童节爱心助学
志愿服务活动等，进一步强化省、市两级
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互动交流。

实施党支部档案规范化管理，每月通
报山东e支部维护情况。深入开展“三亮
三比”活动，持续推进“党建+文化”模
式，促进“一支部一特色”建设。各基层
党组织突出特色，培育推出“文博惠民党
旗红”“党建引领传承，让文物活起来”
“打造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让文艺更

接地气”等党建品牌。

城市名片上新

济南文化味更浓了

融创文旅城、华侨城欢乐荟、华谊兄
弟电影小镇、开心麻花剧场等一批新项目
开业运营，房干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19个村入选首批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雪野养生休闲度假小镇、平阴玫瑰风情小

镇入选首批山东省精品文旅小镇。
济南市荣获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城市”称号。开展第五届文旅惠民
消费季活动，发放消费券2400余万元，带
动文旅消费9000余万元。发展夜间旅游，
打造20余处“夜泉城”文旅消费中心区、
夜间经济主题街区、标志性夜间旅游带，
古城历史街区、印象济南街区列为国家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音乐剧《敬礼》、莱芜梆子《新娘》
成功首演，拍摄戏曲电影《邓恩铭》，获
国家级、省级艺术奖励20余项。完善基本
建设考古制度，实施考古调查项目389
项，出土文物730余件(套)。公布济南市
首批87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依托革
命旧址打造14处“小而精”纪念馆。深入
开展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一刀圆尺”
荣获全国百佳文化创意产品。全面启动传
统医药类非遗普查行动，济南市宏济堂中
医药文化、莱芜中元节习俗项目入选第五
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新建6家泉城书房，累计建成开放30
家，“泉城书房——— ‘快递小哥’阅读驿
站”项目获得2021国际图联图书馆营销
奖，泉城图书馆联盟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第
五届全民阅读优秀项目。组织开展“10个
一批”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文化活动2500余
场次，3个项目入选第五届山东省文化创
新奖拟表彰项目。

济南成功当选中国2022年“东亚文化
之都”，启动省会经济圈文旅一体化“十
个一”工程，成功举办第30届全国图书交
易博览会、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
会、全国红色主题自驾游等高水平、有影
响力的活动10余项。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建设

“三融合”让“文化济南”动能澎湃

在文旅开发运营领域，古城、
古镇、古村落一直是极具特色的
目的地。不过，各地在上马项目的
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同质化瓶颈，
因此，挖掘特色主题，便成了古城
镇开发与提升的关键。在经历以

“古”为特色的初级观光阶段后，
如今以“夜”为核心的休闲体验，
已经成为古城镇旅游新的趋势。

“文博惠民党旗红”“党建引领传承，让文物活起来”“打造新时代红色文艺轻
骑兵”……2021年，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强化责任担当，以党建、业务、文化“三融
合”为切入点，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建设，持续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不断推动文旅
事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济南”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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