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055-BB0088

山 东 省 旅 游 局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周刊

2012 . 4 . 19 星期四

编者按：3月6日至9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五人记者团，赴山东专门考察采访旅游。他们首先与山东省旅游局有关领导进行了了长时
间交流，并奔赴枣庄、临沂、莱芜的台儿庄、沂南、沂水、雪野湖度假区等进行实地采访，进社区、下乡村，与业者研研讨、与游客交心，亲眼目睹
了近几年山东旅游的迅速发展、品质的快速提升，亲身感受了好客山东的温馨与丰厚，形成了几万字的采访素材，几经经创作成稿后于4月15日在《经
济日报》头版头条发了题为《根植于文化热土之中》的报道，并于16日、17日以《集团营销效益倍增》、《管理创新显威力》为题再发两篇系列报
道，从山东旅游转方式促发展的角度，初步剖析了山东旅游从生力军到主力军、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化过程，在经济界、、理论界、社会各方面引起较
大反响。现摘其精要以飨读者。（详见B05-B06版）

深植于文化热土之中
——— 山东旅游业转变发展方式报道之一

你到一地旅游，想得到什
么？回答多为领略其风物，体味
其生活，感受其文化。

“好客山东”就把区域文化
里深层而厚重的文脉挖掘出来并
广泛利用和推广。

品牌，根在文化

“其实红嫂有很多原型，她们除了爱
共产党八路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好
客，俺山东人祖祖辈辈教育孩子对客人要
比对自己和家人好……”3月末的一天，
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山庄庄红嫂纪念馆
里挤满了来自江苏、北京等地的游客，导
游最后几句话打动了他们。来自徐州的秦
老师若有所思地对同伴说，“怪不得人家
以好客做旅游品牌呢，她这么一讲更感人
了。”

记者在台儿庄古城借一个清扫船照
相，欲给船工一点小费，没想到那船工直
摇头，“可不能，可不能，俺这是好客山

东，不能乱收游客的钱。”
一年前，郁馥馨女士从台湾来山东旅

游，好客的枣庄让她如归故里似见亲人，
于是她留了下来……

“好客”两字，作为山东文化里最深
刻也最打动人的部分，一经与旅游融合，
便生出无限张力：在省内，全省旅游总收
入2005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2008年即
迈上了第二个千亿元台阶，2010年实现了
第三个千亿元跨越，2011年旅游总收入占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21 . 45%，相当于全省
GDP的8 . 23%；在业界，“好客山东”给
中国旅游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各地纷
纷效仿，或叫区域集团化出击，或叫捆绑
式营销，在2007年“好客山东”见诸央视
早间档几个月后，各地电视台的早间播报
几乎成为区域旅游广告的专属时段；海内
外的游客来山东旅游，一时间成为风尚，
很多进入山东境内游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伸出拇指说“好客，好客”。

“我们推‘好客山东’品牌的出发点
是转变资源观念，把文化作为旅游资源来
开发。”山东省旅游局局长于冲对记者
说。客观结果是，一句“好客山东”在文
化层面上提升了山东人区域旅游的认知与

认同感。
至于怎么会想到将旅游之根深植于文

化，那是基于山东省委、省政府对于转变
发展方式的理解。进入“十一五”，山东
省委、省政府站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
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全省转方式调结构的先行产业，是要
着力培育发展的重点产业。

但是，一个省域整体旅游文化品牌，
从哪个角度来进行提炼和表达，其路径和
导入方式选择纷繁复杂。山东旅游局把品
牌的提炼聚集在了最具有地域识别性的齐
鲁文化层面。

齐鲁文化里共有的底蕴——— 好客文
化，已经沉淀为特色鲜明的“山东性
格”，他影响着山东人的价值观，规范着
山东人的行为准则，浸染着山东的风物，
这是山东旅游第一位的文化基础和道德资
源。

当旅游之根深植于文脉，不仅红色的
沂蒙、绿色的田野、蓝色的海洋都生动丰
富起来，就连做饽饽、包饺子的形式，种
白菜存储萝卜的劳作，都成为旅游资源，
甚至连刻录着厚重历史的蒙山农舍，也成
为旅游资源。

竹泉村，一个曾经盖房子连泥与瓦都
买不起的沂南山村，几年间就成为区域内
著名休闲度假之地。村民告诉记者，搞旅
游五六年来，这里的泉还是那个老泉，竹
还是那些青竹，房屋还是祖辈完全用当地
山里不规则小石头“干插”而成的房屋，
竟引得城里人纷纷来度假小住。

产品，重在服务

“‘好客山东’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我们向社会、向游客做出的一份庄严承
诺。”分管旅游的山东省副省长才利民
说。“好客山东”虽是旅游品牌营销成功
的典范，但却不是旅游产品。所以，当各
地纷纷效仿山东搞旅游品牌推广时，山东
旅游却在做着把品牌扎实到根基的努力。

品牌不能仅仅是一个符号，归根到
底，好品牌是需要好产品支撑的。所以，
推出“好客山东”之后，山东省旅游系统
立即引导各地“科学设计产品，提升旅游

服务”。
如何科学设计产品？在着力加强项目

建设、改造提升传统项目的同时，推出
“好客山东100”系列，如到山东最想去
的100个地方、最想品尝的100种美食、最
想购买的100种特色商品。

从游客的行为选择中，他们进一步提
炼出六张具有明显山东文化气息的区域新
名牌：孔子在这里诞生，泰山在这里崛
起，黄河从这里入海，长城在这里始建，
奥运在这里扬帆和运河在这里重现。

运河在这里重现，推介的是台儿
庄。一场载入史册的抗战让其知名天
下，但那场惨烈的战役也将这座千年古
城夷为平地。“这里的多元化建筑述说
着齐鲁开放、好客的历史。”枣庄旅游
与服务委主任刘中波说。所以，在恢复
重建古城时，枣庄人准确地把握了这一
点。尽管搞古建很赚钱、也有利于就
业，但因为“好客”更因为尊重历史文
化，山西、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甚
至国外的设计师和工匠被请到枣庄，当
时的市长陈伟恳请他们用家乡的建筑风
格及材料、工艺，重造那曾经居住过他
们乡亲的建筑。于是，老舍之子舒乙先
生短短两月间四访台儿庄。他说，我们
一直在寻找古城镇、古村落的保护开发
路径，一直苦于找不到，今天终于找到
了，就在这儿！

漫步古城建筑间，记者注意到，那
些散发着不同文化气息的石头砖瓦，都
有了古代建筑和运河文化的教科书功
能。从建筑布局到门窗斗拱，每一角度看
去都如一幅画，或工笔或写意；每一个画
面都流淌着历史传奇。最让游客啧啧称奇
的是用料之精做工之细，就连砖缝也如艺
术品般细密考究。于是，游走间时不时地
能从城市布局与细节的雅致里读到那远去
的文化信息。

因为根植于文化，所以各地市县乡甚
至村庄，都从自己的脚下找到了自己的旅
游资源，并主动积极地投到“好客山东”
这个区域品牌下，以此为魂打造自己的子
品牌。

于是，旅游因深深植根于文化而成为
大产业。 据《经济日报》

22001111年年88月月--1100月月，，山山东东举举办办了了首首届届““好好客客山山东东休休闲闲汇汇””，，在在全全国国范范围围内内引引起起了了广广泛泛的的影影响响。。((资资料料片片))

如如今今，，““好好客客山山东东””已已经经被被众众多多人人所所熟熟知知。。资资料料片片 姜姜玉玉富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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