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慢游’要有品牌。”
陈秉忠说，烟台的旅游资源很
丰 富 ，烟 台 旅 游 的 季 节 性 明
显，如果能把温泉游和滨海游
结合起来，再辅以采摘游、农
家乐、渔家乐等多种形式，烟
台的四季休闲游就能满足各
个时期的旅游需求。

陈秉忠曾亲自参加了一
次长岛渔家乐自驾游，对烟台
的自驾游深有感触，“发展自
驾游，当地政府应提供一个专
门场地，保证水电照明等配套
措施齐全，最好还能提供刷车
服务。”陈秉忠的想法得到了
不少游客的认同，贴心周到的
配套是改善自驾游的一剂良
药。

从旅游中转站

向目的地城市转型

“游客跑一小时的路就为看一刻钟的景，这种发展方向不可取。”谈起烟台的旅游，
旅游界一位专家说。

尽管烟台位于山东省的交通末梢，2011年旅游购物年收入仍然达到99 . 42亿元，展现
巨大商机。这种旅游增长的势头是否会持续下去？如何充分利用好烟台的海洋资源？怎
样打造独有的旅游文化？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专家。

虽然烟台市的旅游业一直
在向前发展着，但是也存在一
个比较明显的问题，由于名胜
古迹少、景点分散、特点不鲜
明等劣势，烟台一直顶着旅游

“过境城市”的帽子缓慢发展
着，对于部分游客而言，这里
只是中转站。所以近几年，烟
台一直在为过境旅游城市向目
的地旅游城市的转型而努力
着。

“不打造目的地旅游，就
永远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
对于烟台旅游市场的前景，烟
台市旅游局市场开发科科长王
琪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要
变“旅游城市”为“城市旅游”，
这要求烟台做出自己的特色，
以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来吸引游
客、留住游客，这既需要旅游
部门的努力，也需要整座城市
面貌的提升来实现。

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
展。首先在宣传，旅游局近两
年每年都会拿出上千万元的资
金做广告投放，以此让国内外
游 客 认 识 烟 台 ，进 而 选 择 烟
台。再者就是重金打造重点旅
游项目，让游客每年不仅仅到
烟 台 观 光 ，还 要 让 他 们 有 休
闲、购物的满意环境，怡情惬
意之下，放慢旅游脚步，最终
使烟台成为出行的终点站。

“当然，要实现转型是一
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市
旅游局产业推进科工作人员介
绍，旅游配套项目的建设都是
经过了充分的考察调研才实施
的，因为它并不像商业建筑那
般有比较快的回报，旅游项目
投资的回报过程是相对比较缓
慢 的 ，而 且 具 有 一 定 的 风 险
性 ，但 只 要 项 目 得 到 游 客 欢
迎，那么它的回报是非常长久
的。

多种形式

发展四季休闲游

>>“快游”变“慢游”烟台有优势

“烟台旅游名气虽响，线路
却多以观光为主，缺乏能留住游
客的休闲路线。”一说起山东沿
海的旅游，烟台人刘方礼自嘲
道，“烟威青三日游，基本上是蓬
莱、威海、青岛，烟台就是路过。”

“烟台需要变‘吸引更多人’
为‘留住更多客’。”山东大学旅
游管理系专家、山东旅游发展研
究中心副理事长王晨光说，“快
游”变“慢游”是一种趋势。

烟台也为此做了不少努力。
比如，从2007年起，烟台连续举办
了5年国际葡萄酒节，影响力逐

渐扩大，2012年又将其更名为“烟
台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同样，烟
台果蔬博览会、美食节等常规节
会也陆续举办。

“不过，烟台的这些节会留
住的游客，以团队游客为主，散
客比例偏低。”王晨光说，烟台的
这些节会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
的地方，如缺乏特色、互动性不
强、游客参与程度不高。

在王晨光看来，节会活动不
能只有形式，需要有互动内容，
让游客更深层次地体验、参与，
这样才能有助于烟台的旅游变

“快游”为“慢游”。
烟台节会活动该如何往前

迈一步？山东省旅行社协会常务
副会长陈秉忠开出了良方。“烟
台举办各种节会，建议让各地的
旅行社协会提前知道，毕竟旅行
社协会掌握大量的会员单位资
源、旅行社信息，这样就可以加
强和各大会员单位、旅行社的沟
通。”陈秉忠说，剩下的就是，做
好市场调研，丰富活动内容，提
高游客的参与性，这方面旅行社
协会也可据实际情况提供具体、
可行的建议。

>>旅游购物是“潜力股”

“以上是从大的方面来分
析，作为旅游目的地，烟台的形
象要改变。”王晨光说，烟台的形
象定位不仅是观光，还应该是度
假、专项活动的首选。

发展烟台旅游应从“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王晨光认为，从
小的层面来说，烟台需要开发专
项产品。比如招远金矿就有很好
的度假产品，烟台的葡萄酒城也
相当有吸引力，但融入了海洋文
化的度假类产品还是少，如何特
色化展现度假胜地的形象，这个
问题值得深思。

据游客反映，烟台除了招远
皮革城、黄金市场等特色旅游购

物场所，其他特色旅游商品购物
场所较少。市区内除了贝壳、水
产品，也很难找到特色纪念品。

陈秉忠唯独对烟台国际葡
萄酒博览会上的纪念品印象深
刻。购物后制作商标时，游客可
以把自己的照片放上，而且还可
以写上独特的祝福语。陈秉忠觉
得这个创意很好，“这样的纪念
品拿回去赠送亲朋好友是独特
的。”

“旅游部门应开发出更多新
颖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特色商
品，以满足游客需求。”陈秉忠
说，“吃、住、行、游、购、娱”是旅
游六要素，其中弹性最大的就是

旅游购物，而旅游购物恰恰是烟
台旅游业发展的一块“短板”。

据了解，2011年烟台市旅游
购物收入为99 . 42亿元，占旅游总
收入的比重为24 . 7%，虽然比全
省平均水平要高，但远达不到旅
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40%-60%

的比重。
陈秉忠看好烟台的旅游发

展，他认为这块“短板”可以变成
新的增长极。“烟台的皮革制品、
黄金制品现在就不错。”陈秉忠
说，浙江海宁皮革城在招远办了
一个分店，知名度很高，如果能
有更多这样的购物场所，烟台的
旅游购物就有了“特色”。

如何摆脱中转站的尴尬身份？专家开良方：

发展“慢游”留住来客
本版稿件 统筹 苗华茂 采写 本报记者 孟敏 齐金钊 王红

城市“夜经济”

吸引力更大

烟台的“夜经济”一直饱
受游客争议。一般来说，到了
晚上，烟台的商场、超市早早
打烊、各大影院人影稀少、夜
间公交很是稀缺、餐厅厨师晚
8点下班……“这样的城市很
难让游客感受到热情，一不小
心，游人就会被拒之门外。”

“如果当地居民都不参与‘夜
经济’，游客又怎么有兴致夜
晚去游玩？”

面对游客的这种诉求，烟
台该何去何从？王晨光建议，
烟台要因势利导，发展第三产
业。

王晨光认为，在烟台的千
里海岸线上，海、滩、湾、岛、山
俱佳，具备极好的硬条件，但
软实力也不能忽视。“要游客
跑一小时的路就为了看一刻
钟的景，这种发展方向不可
取。”王晨光认为，会议市场、
度假市场是块大蛋糕，烟台要
分一杯羹。

如何分这杯羹？“从当地
的情况出发，打造城市‘夜经
济’，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发
展基础薄弱的服务业。”王晨
光认为，烟台的“夜经济”发展
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
程不可或缺。

今年5月25日，德国五星邮轮“汉莎蒂克”号停靠烟台，一名外国游客一下船就跟烟台市民学起打镲。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蓬莱阁外景(由景区提供)。 蓬莱阁仙阁晨曦景色(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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