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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游何时吃好“靠海饭”
受交通不便、开发滞后、环保欠缺等因素制约，海岛旅游开发十分不易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波 蓝娜娜 见习记者 邱晓宇

格
青岛海岛资源丰富，像小青岛、田横岛、灵山岛、竹岔岛、唐岛、小麦岛、大公岛、小公岛、大管岛、小管岛、徐福岛岛等等，虽然部分岛屿

一度出现过旅游热，但旅游资源的开发处于自发、无序状态，旅游产品单一，交通配套设施落后，海岛旅游仍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自6日起，

本报记者兵分三路，探访了田横岛、竹岔岛和灵山岛，调查其中存在的问题，为青岛的海岛旅游问诊。

由于交通不便，受天气影响大，海岛
游一直是旅行社的“鸡肋”。记者实地探
访发现，虽然灵山岛、竹岔岛和田横岛三
个岛屿早已成为岛城“标志性”的旅游岛
屿，但交通问题是制约海岛游发展的重
要因素。

8日上午，岛城普降大雨，记者驱车
赶到胶南市积米崖码头准备坐船前往灵
山岛。在码头的售票窗口旁，竖立着一块
写有登船时间的牌子，上面标明从积米
崖港口到灵山岛的最早一班船是早上8

点半出发，最晚一班是早上9点半；从灵
山岛回积米崖港口的最早一班船下午两
点半出发，最晚一班船下午3点半出发。

工作人员介绍，周一到周五，每天往返积
米崖港和灵山岛只有两班船，而周末是
流水发船，客满即走。

记者登船看到，虽然乘客并不多，但
船舱仍很拥挤。由于当天海上风浪太大，
原本预计50分钟就能到岸，结果在海上
颠簸了70多分钟。期间，由于不习惯坐
船，不少外地游客晕船呕吐者不少。

与去灵山岛途中的海上颠簸不同，
想从市区到即墨田横岛，如果没有私家
车，就需要多次换乘大巴、面包车才能抵
达田横镇码头。7日一大早，记者从四方
长途汽车站出发，乘坐“青岛至即墨”流
水发车的大巴，约一个半小时后到达即

墨客运总站，再转乘“即墨至田横”的公
共汽车，约一小时抵达田横汽车总站。到
达后，由于田横镇没有公共汽车，只能乘
坐当地的面包车到达田横镇码头，然后
再乘船上岛。

对于四面环海的竹岔岛而言，进出
岛同样是一大难题。自今年4月开始，青
岛轮渡有限公司开通了每周去往竹岔岛
的航线，时间是每周六、周日上午8点30

分发船，下午3点30分返回。在这条航线
开通之前，市民如果想去竹岔岛，只能通
过在薛家岛南屯码头乘坐渔民的渔船，
只有在“五一”、“十一”期间，才可以在八
大峡的胜利码头坐游船前往。

游之不易

交通

上岛要看老天“眼色”

众所周知，要到岛上旅游，船只
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记者调查三
个岛屿摆渡船的安全问题发现，进出
岛的船只多由私人承包，在安全维护
方面令人堪忧。以田横岛为例，今年6

月，就曾出现过两艘快艇相撞并导致
乘客受伤的事件。

从田横镇码头上岛，可以乘坐快
艇或者客船登岛。其中，快艇3分钟便
能抵达岛屿，客船则需10分钟。记者
在售票口处看到，门口摆放了由即墨
海事局设立的“游客乘船告示牌”，上
面写有“若遇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
大雾或者大风，风力大于6级等恶劣
天气时，船舶一律禁止航行，禁止违
规驾驶，严禁船员无证上岗、酒后上
岗”等内容。

“现在快艇都是私人挂靠在船运

公司的，客船是船运公司的。”负责田
横岛旅游开发的三联集团青岛负责
人说，对于船只的安全问题，现在主
要是由船运公司来负责。但由于私人
船只的存在，在统一维护、安检上确
实存在困难。

同样，竹岔岛的日常交通也是靠
渔民自有的渔船，在渔船的安全上也
无法保证。记者在码头上看到，除了
停靠的两艘快船，渔民的小渔船也运
了三趟游客，每个船上都装了二三十
人。竹岔岛村民杨蕴凤称，目前岛上
交通工作日主要靠渔船，但是由于很
多游客觉得渔船安全不能保障，所以
很多游客只能趁周末有正规游船才
能来玩。据了解，灵山岛的船只也均
被个人承包，不论是乘船秩序还是船
只安全，均缺少保障。

安全
船只多属私人，有隐患

三座海岛的配套设施大同小异，灵山
岛没有专业导游，游客出行全靠拼车；田
横岛散客游、团体游服务差别大，游乐设
施破败不堪，不少饭店停业；竹岔岛旅游
靠原生态，多是“一锤子买卖”。

去往灵山岛，刚下船不少村民围上
来，问要不要包车。原来村民多是买面包
车做起非职业导游兼司机，一些人连驾照
都没有就开车载着游客观光。岛上景点少
得可怜，游客多是匆匆拍几张照片就找一
家农家宴饭店吃饭。一些远道而来的游客

选择住在岛上，岛上也有星级酒店，但
距离较远，且只有一家，不少游客都
是住在村民搭建的简单客房里。便
宜的有2 0元/天，但是没有洗手
间，也不配备空调。

田横岛虽开发过，但配套设
施大都破败不堪。“比起10年前差

远了，现在也就能看风景。”第二次
上岛的纪女士称，以前的很多商店、

娱乐场所都关门了。在岛上开饭店的
宋先生说，原本30多家饭店现在就剩下

10多家了，很多村民改行做别的生意。
即墨市田横镇孙副镇长介绍，田横岛

的旅游开发由三联集团负责，从1992年至

2002年底，田横岛西边环海一线进行了系
统开发，吸引了不少游客。但从2003年开
始，三联集团由于经营亏损，投资大幅减
少，配套设施跟不上，游客越来越少。以去
年为例，全年接待游客量仅3万多人。

相比灵山岛和田横岛，进竹岔岛除了
花点交通费外，不用交任何景点或者进岛
费。村民杨蕴凤介绍，岛上的几个景点不
久前刚安上指示牌，有“脱岛”、“菩提树”、

“火山口”、“神龟孵蛋”等，配套设施主要
靠天然，渔民只靠渔家宴、出海钓鱼、让游
客逛逛海边来吸引游客。记者用了一个多
小时转了一遍，发现菩提树周围杂草从
生、风车破旧已经停摆，游客只能在海边
捡捡贝壳，拾一些鹅卵石。

轮渡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竹岔岛的旅
游可以用“一锤子买卖”来形容，多数游客
不会来第二次。在青岛一家媒体工作的李
薇带了10位朋友进岛游玩。她说，2002年就
曾来过，现在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不少游
客说，海岛旅游，不来遗憾，来了后悔。

开发
景点匮乏，配套滞后1

2

4 路在何方

“政府早就想接手田横岛的旅游开发
工作，可商谈了好几年，始终没有达成一
致。”田横镇孙副镇长说，三联集团从1992

年开始对田横岛进行开发、投资建设，1997

年至2002年底，属于投资兴建的最高潮时
期。期间，田横岛旅游热逐渐升温，游客越
来越多。从2003年开始，三联集团投入减
少，相应设施跟不上，游客越来越少。

对于未来田横岛的发展，孙副镇长
称，田横岛东边多是林地和耕地，中间地
段是村民居住集中区域，只有三联集团开

发的西边沿海一带是可开发的旅游区。政
府要想在田横岛旅游上有所作为，首先是
拥有对田横岛西侧旅游区的经营权、开发
权，然后才能从整体，进行旅游、配套服务
等方面的规划。

负责田横岛旅游开发的三联集团
青岛负责人也有自己的规划，他称鉴于
岛屿对外开放后，诸多村民拉客、载客
问题严重且难整治，集团计划将田横岛
打造成主要接待高端会议、企业培训的
场所，对于散客游的接待将有所减少。

从1992年三联集团开发田横岛以来，共
投入了5亿多元兴建各类场所、设施，但
是赢利效果不大，因此从2003年之后主
要以维护为主，例如每年对道路、水电、
路灯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下一步，集
团计划对岛上南国乐园内的设施进行
漆刷、投入新的皮划艇项目，并对齐王
殿、海神庙等文物建筑进行漏雨修护等
工作。目前，集团承接的各类会议已预
订到8月，如果按此发展，今年可实现赢
利。

田横岛：

政府想接手开发 开发商另有想法1

青岛的海岛游一直没有发展起来，青
岛市旅游协会会长董天佑认为，青岛的海
岛没有列入旅游规划，定位不准，没有吸
引游客的旅游项目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
瓶颈，另外，青岛周边有60多个海岛，其中
有多个无人岛，可以先对海岛进行普查、
分析，在规划时考虑各海岛求同存异规划
不同的旅游项目，让游客游完这个海岛可
以再去另外一个海岛去欣赏别样风景。

董天佑认为，海岛的开发还需要政府

部门主导，以前田横岛开发时很火热，现
在已经颓废，究其原因是经营策略问题，
市场定位不准。他称，田横岛没发展起来
很遗憾，但是青岛周边的竹岔岛因为一直
没有政府或者企业对岛屿进行开发，虽然
曾建了旅游码头，但是去岛上还是吃吃渔
家宴、钓个鱼，别的旅游项目几乎没有。

对于灵山岛的开发，董天佑认为，目前
灵山岛还是处于自由松散式的旅游状态，
没有政府的规划，岛上的旅游基础设施跟

不上，接待能力也跟不上，也只能以小的休
闲、垂钓、渔家宴来吸引游客。“政府原来做
过一些工作，但是目前各个海岛是处于一
种顺其自然的状态，可以说青岛陆地旅游
资源已经很丰富，外地游客来青岛后，不用
去海岛也能在海边玩，因此海岛如果没有
特别的地方，很难吸引游客也很难吸引有
财力的开发企业。”董天佑说，如果把一个海
岛建成到了青岛就非去不可的旅游项目，
那么海岛游也不怕发展不起来。

专家建议：

应该重新定位 加大开发力度3
在竹岔岛上，记者看到，岛上至

少有两处水塘，但水的颜色是黑
色，居民用水需要从水井中取。村
民杨蕴凤称，井水有时还是咸的，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时，记者
注意到，在岛上没有专门的垃圾
箱，游客基本都是随手扔垃圾，不
少游客更是把喝空的啤酒瓶直接
扔进海里。在通往海岛的海边堆放
着生活垃圾，其中不少是不易消解
的塑料袋。

同样，在灵山岛和田横岛，景点
附近设置的垃圾桶也不多，尤其是
山上供游客使用的垃圾桶数量就更
少，这让游客感到十分不便。“岛上
的风景很漂亮，可是猛然看见一些
垃圾成堆的地方，也挺煞风景的。”
游客孙女士说。记者了解到，许多旅
行社带团到灵山岛游玩时要求游客
自备垃圾袋，把垃圾带到有垃圾桶

的地方处理。岛上居民的生活垃圾
则多采用填埋方式，生活污水更是
直接排放到海水中。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柴寿升称，
灵山岛目前的环境状况对生活垃圾
的填埋还可以承受，但一旦进行旅
游开发，势必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重要位置，要解决好垃圾和污水
处理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海洋大学的姜萍
曾在硕士学位论文《青岛海岛居民
对海岛旅游影响的的感知研究》中
提到，青岛海岛数量虽多，但大部分
面积较小，不适宜进行规模化的旅
游开发建设活动。在进行海岛开发
生态旅游时，要注意将生态旅游的
理念融入旅游规划中，尽量避免大
兴土木等有损自然景观的做法，尽
一切可能将对旅游资源的影响降至
最低。

3 生态
垃圾多，环保意识欠缺

据了解，青岛海域海岛分
布众多，共有大小69个海岛，海
岛岸线总厂132km，占青岛市
海岸线长度的15%。有57个在大
潮高潮时露出海面面积达到
500平方米(认定为“海岛”的面
积标准)以上的，其中最大的大
幅岛达58万平方米。海岛总面
积14 . 23平方公里，空间分布自
东北向西南，沿海岸带成岛群、
岛链状分布，海域范围北至三

平岛，南至沐官岛，东至千里
岩。

根据海岛的自然资源、面
积规模、主题功能等因素，可将
青岛的69个海岛划分为三种类
型。

第一种类型：完全保护海
岛，这类海岛共有41个，必须对
海岛及周围海域进行完全的管
制和控制，不允许游人登岛游
赏，禁止旅游开发，其中面积小

于2公顷的有27个海岛。
第二种类型：控制建设海

岛，这类海岛及其周围海域进
行严格的保护，在满足生态安
全、确保生态稳定的前提下，有
条件的、合理的进行开发建设、
攻击10个。其中可以进行旅游
开发的海岛有：大公岛(大公岛
省级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
区 )、灵山岛 (灵山岛省级自然
保护区)和老公岛。

第三种类型：适宜建设海
岛，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
保护，在满足生态安全、确保
生态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合理
适度的进行开发建设，适宜建
设的海岛共计17个。其中吉岛
为工业用岛，水岛、女岛是港
口用岛，田横岛、小管岛、大管
岛、竹岔岛、麦岛、小青岛、牛
岛、斋堂岛、沐官岛等可用来
旅游开发。上了灵山岛后，游客只能乘坐当地居民的面包车。

不少游客坐小渔船上竹岔岛。

田横岛娱乐城停用多年。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的柴寿升教授
曾经为灵山岛的开发做过细致调研，并写
了规划书，也曾就海岛旅游状况及发展前
景写过专门的论文，是研究青岛海岛旅游
开发与发展的权威。柴寿升曾几度到灵山
岛实地调研。他说，灵山岛的环境保护得不
错，但开发程度还不大，目前面临的问题是
能否对它进行一个中高端的旅游开发，而
首要问题就是资金投入。如果能与一些国
有银行或大公司合作，就有了基本的资金
保障。灵山岛还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岛

上有驻军，在对灵山岛进行旅游开发的时
候容易触碰到政策禁区。所以，在资金注入
的时候可能无法选择境外企业。

柴寿升建议，开发海岛旅游时，在兼
顾民生的同时可以适当外迁一部分居民。
对于岛上居民自行开发的农家宴、游客登
山和垂钓项目，柴寿升认为“特色有余，等
级不够。”他建议可以对灵山岛进行立体
开发，而不要只局限在山下一点空地。

此外，柴寿升特别强调了旅游开发和
生态环境之间的取舍问题。他说，灵山岛

的生态环境相对陆地来说要更脆弱，海岛
土壤太薄，这里常发生泥石流，一旦环境
遭到破坏就不易恢复。因此，要想进行开
发需要在开发前期进行大量的调研和做
细致的规划，然后进行整体打包开发。中
国目前具有开发价值的海岛本身就不多，
在开发时更要小心谨慎，绝对不能出纰
漏，如果不能将海岛旅游的开发和保护海
岛生态环境结合到一起，那就先将旅游开
发先暂且搁置，保护好海岛的原始生态环
境才是最重要的。

灵山岛：

开发要中高端 生态保护不能松2

相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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