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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天气热
与“五一”相比，南部山区游客量下滑近3/4
本报记者 任志方

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是继“五一”之
后的又一个小长假，不少景区寄予希望
的旅游热却未出现，和“五一”比，不少
景区的游客量并不高。专家认为，这个
端午正好处于高温和学生暑假前期的
特殊时点。

天热，

“亲水游”也热起来

23日上午，记者在大明湖新区看到，
宽阔的湖面上很多游船往来穿梭，岸边

也同样是游人如织。
“本来打算要到近郊的景点走走，

但是这几天连续高温天气，站在树荫
下面也热得浑身冒汗，最后还是不打
算往远走了。”市民赵女士告诉记者，
好不容易有个小长假，虽然不想呆在
家里，也只能选择在市内的有水的景
点走走。

根据济南市旅游局提供的数据，端
午小长假期间，趵突泉景区接待游客达
到4 . 85万人次，大明湖更是超过了9 . 9
万人次，而整个南部山区各景区、农家

乐接待游客量在15万余人，平均每天也
就在5万人左右，这和“五一”小长假首日
南部山区景区超过20万人次的接待量相
比差距甚大。业内人士认为，端午节期间
持续高温的天气是阻碍游客外出的一
个重要因素。

户外游，

对游客吸引力小了

尽管对于很多市民来说，南部山区
是消暑首选目的地，但22日记者前往南

景区旅游遭“冷脸”

本报 6月 24日讯（记者 赵
丽）吃粽子、插艾叶……随着端午
节的到来，一些传统习俗再次走
进市民的生活。不过对一些年轻
人来说，现在的端午节更像是假
日而非节日，除了吃粽子外，其他
端午习俗却有渐行渐远之势。许
多人不会包粽子，就连在门口插
艾叶也是在老人提点下才做的。

端午小长假之前，34岁的市民
刘女士已经在超市采购了好几袋
粽子，八宝、鲜枣、猪肉……各种口
味的都有。“现在粽子就是种吃食，
平时想吃超市里也有卖的。”刘女
士说，以前在农村老家，每到端午
节，奶奶都和邻居大娘一起包粽
子，棕叶、糯米等原料都是新鲜的，
绑粽子用的是香蒲，而非现在成品
粽用的棉线。虽然粽子的品种少，
但是节日气氛非常浓。

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刘女
士一直没有包粽子的习惯。她说，
这几天她曾在社区菜市场看到有
粽叶出售，当时心里一动，但并没
有买。“包粽子太麻烦了，别费了一

大通事也包不好，买点现成的意思
一下就行了。”她感叹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
发现会包粽子的多是50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而70后、80后会包粽子
的寥寥无几。23岁的张腾告诉记
者，端午期间她和几位朋友搞了
一个聚会，大家在一起DIY了一
些小食品。在选择做什么时，也有
人提议包粽子，但是这个提议因
为太麻烦被排除了，最后几个人
买了海苔和肉松等原料，做了一
些寿司。

除了包粽子，端午插艾叶的
习俗也源远流长，不过这一习俗
也有被忽视的趋势。端午节期间，
记者在益寿路菜市场上发现，一
些摊位前摆了新采摘的艾叶出
售，一块钱一把。摊主黄先生介绍
说，来购买的多是中老年人，年轻
人来买，要么是家里有人提点，要
么是觉得好奇随手买一把。

“家里安的是防盗门，没有插
艾叶的地方。再说现在都不太讲
究这个了。”70后市民王女士说。

本报6月2 4日讯（记者 马
云云）2 4日，记者从商务部门获
悉，端午小长假期间，济南市餐
饮企业消费火爆，中高档酒店端
午节当天生意红火，重点监测餐
饮企业三天销售额较日常增长
三成以上。

据监测，端午节期间，重要生
活必需品粮、油、肉、菜、盐、糖等
商品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基本保

持在节前水平。时令节日商品俏
销。据监测企业显示，节日期间银
座购物广场、华联超市、大润发等
烟酒类、礼品类、营养品销售旺
盛，特色粽子时令节日商品俏销，
较日常成倍增长。各大餐饮企业的
消费也较为火爆，中高档酒店端午
节当天生意红火，鱼翅皇宫、舜耕
山庄等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三天
销售额较日常增长三成以上。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张頔）在市区生活久了，“农

夫、山泉、有点田”的乡村生活就
成了城市人渴求的东西。在历城
区彩石镇就有一个为城市市民
准备的农场，包一年的田地，便
能吃到亲手采的有机蔬菜，过上
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

24日下午3点，虽然天气十
分炎热，狼猫山水库附近山地上
的龙田农场里仍能看到不少挥
汗如雨的“菜农”在采摘蔬菜。

“这豆角长得不错，再摘上一
把。”尽管手里的提袋已经被芸
豆、黄瓜装满了，但付女士还停
不住采摘的脚步。经营一家图书
出版公司的付女士隔周就要来
自己的菜地采摘一番。

在田地里忙活的这些“菜
农”，有不少人和付女士一样，都
是日常工作繁忙的城市白领。

“忙活了一周公司里的事，来这
里干干农活也能好好放松一
下。”作为一家软件公司的高管，
于涛经常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来农场过周末。

“原来豆角是挂在架子上长
大的。”7岁的儿子刚摘了一把豆
角，小脸就已晒得红彤彤的了。
于涛觉得城里的孩子从小娇生

惯养，但他们对菜地里的事情还
是很好奇的。于涛说，虽然儿子
热得直冒汗，但这能让他亲身体
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怎
么回事。只从书本上或电视上
学，绝没有现场教育来得直接。

“农场从去年成立以来，已
经有几百人来这儿当‘地主’
了。”龙田农场的现场负责人张
韶芳介绍说，农场为市民提供了
一站式服务，10平方米为一块土
地，一年一千多元的管理费用包
括了租地价、种子、施肥、日常浇
灌等全部费用，菜地每天有人帮
忙打理。到了假日，市民便可以
带上家人体验当农民的感觉，丰
收季节，农场还会提醒“新村民”
前来“收菜”。

张韶芳说，和QQ农场的游
戏一样，买地的市民不光可以采
摘“自留地”里的蔬菜，还能到公
共菜地里“偷菜”，谁去的时机合
适，谁就能采摘到最新鲜的蔬
菜。“传统的农家乐、采摘园都是
去一次就不再去了，我们的农场
大多都是回头客。”张韶芳介绍
说，通过农场，城里人对土地产
生了感情，这样旅游也做出了长
期的效益。

端午习俗遭遇传承瓶颈

不少年轻人不会包粽子

端午节餐饮业火啦
中高档酒店销售额增三成

不少白领拥有“开心农场”
承包自留地种菜，假期可以去采摘


﹃
看

架
子
下
面
的
黄
瓜
长
得
多

好
﹄市
民
在
农
场
认
领
的
土
地
上
采
摘


见
习
记
者

张
頔

摄

部山区调查发现，这里的气温并没有
比市区低多少，在省道103通往柳埠
镇的道路上，只有在锦绣川河道流经
的大小门崖景区河道边，才能看到有
些车停在路边，人却跑到河道里戏水
乘凉。

以南部山区一家主打自然风景
的景点为例，端午节假期三天日均接
待1000人以上，而五一期间这一数据
在日均万人以上。

“这几天天气太热，很多人都选择
在水边或者室内活动。而我们景点主

要以户外活动为主，这种天气情况下
对游客的吸引力就很有限。再加上现
在是期末，小孩子正忙着准备考试，也
没心情出游。”南部山区某景点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

专家称，

济南应打造泉水品牌

对于端午小长假济南旅游市场
出现这种情况，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
副教授王晨光认为其中有很多偶然

性，“天气热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
要的是这样一个时点恰好处于暑假
前夕，人们的出行心理上更多地选择
暑期，而不愿意安排在端午期间。”

王晨光认为，端午节游客数量之
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波动，更深层次
的原因在于，“现在济南的泉水文化
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特性，更没有打造
出一个叫得响的品牌，这就很难对众
多的旅游项目和景点产生巨大的带
动作用，所以一些偶然因素带来的影
响往往会表现得较为明显。”

警示牌难挡
以身试水者

23日，济南继续高温烈日。泺口浮桥西侧事故频发的黄河滩附近，
百里黄河风景区树立了醒目的警示牌和溺水案例警示游客切勿下水。
但由于适逢休息日，以身试水者大有人在，令人实在无奈！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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