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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乐游天下

景区冬天可看可玩项目减少，市民出游愿望减弱，旅游迎来淡季

为为生生存存，，旅旅行行社社员员工工干干起起兼兼职职

相对于景区和旅行社的冷
清，一些市民却在抱怨：想出去
玩，却找不到好玩的地方。

“冬天来了，很多景区都没得
玩了，想到一些室内景区看看，可
是淄博这边这样的景区太少了。”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一些市民表示，现在经济
条件好了，有时间了就想出去
玩，但是在天冷后周边能玩的
地方太少了。如果去南方，时间
上又不允许。

市民想游玩
可是没得玩

冬季来临，气温降低，市民的出游愿望减弱，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区缺少看点，再加上旅游法的影响，各旅游线路价格格普
遍上涨，这些因素导致旅游出现淡季。有的旅行社一天接不到一个电话，工作人员甚至做起了兼职。

鲁山的雪景很美丽，但很难吸引游客。(资料片)

景区也都认识到了这个问
题的，有的景区负责人也承认
淄博的冬季旅游是一块大蛋
糕，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
来，但同时，这些负责人却并不
着急上冬季项目。

“温泉和滑雪是主要的冬
季项目，但是淄博都缺少必要
的自然环境条件，如果全靠人
工开发，成本非常高。再加上冬
季时间短，能吸引到的游客有
限，所以能不能盈利谁也不能

确定。”曾策划梓潼山滑雪场的
端木先生告诉记者。

端木先生在今年也退出了
梓潼山的滑雪项目，他说，主要
是盈利压力太大。

玉黛湖景区的营销经理崔
文表示，旅游投资的回报周期
长，并且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
很多投资者都会非常谨慎。冬
季本来就是旅游淡季，如果投
资方向出现偏差，可能会对投
资者造成巨大损失。

探因：景区不愿投资冬季项目

记者从张店部分旅行社了
解到，自从进入11月份，出游的
市民骤减，有时候一整天都接
不到一个电话，一些旅行社被
迫进行裁员或者给员工放假，
员工为求生存，只能干起兼职。

“目前的状况很不好，省内
的沿海线路几乎没有了，国内
的长线价格却一直降不下来，
出游的市民很少。”淄博天星旅
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在张店兴学街上的一
家旅行社看到，工作人员正忙
着给各个学校打电话，原来是

在给培训学校招生。工作人员
说，现在旅行社都入不敷出了，
只能干点兼职，否则连吃饭都
成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比较受
欢迎的是往南方的一些线路以
及温泉疗养线路，但是相比去
年同期，报名人数大幅度减少。

“受旅游法影响，旅游线
路涨价幅度较大，这也大大降
低了市民的出游热情，冬天多
数市民都窝在家里。”淄博百
龙旅行社总经理孙兆亮告诉
记者。

旅行社：一天接不到一个电话

进入冬季，一些以自然景
观为主的景区会出现游客稀少
的现象。淄博一家4A级景区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景区
平时平均每天能有千余人，节
假日能过万，但是一进入冬季，
游客人数骤减。

“现在有的时候，一天都见
不到一个游客，游客到这里来
主要是爬山看景，但到了冬天，
树叶都落光了，没啥看的，所以
很难吸引到游客。”

据了解，受冬季影响最大
的是一些自然景观为主的景
区，冬季里，这些景区没有了自
然景观的优势，又没有供游客

游玩的项目，所以游客骤减在
所难免。

据张店一家游乐景区的负
责人介绍，由于没有游客，很多
景区到了冬天就关门，只留下
看大门的。“没办法，在咱们北
方，旅游受季节的影响很大，刮
风下雨，天冷天热都会对旅游
产生巨大的影响。淄博南部山
区的一些景区有时候连个工作
人员都找不到。”

记者拨打了几家景区的值
班电话，有多家景区电话均无
人接听，记者随后登录一家景
区的官方网站，发现该网站已
经一个多月没有更新。

景区：平时千余人，如今人烟稀少

本报记者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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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旅游系主任王德
刚告诉记者，从旅游本身来说，
并不存在所谓的淡季和旺季，
只是景区、旅行社等旅游参与
者在产品设计、线路推广上存
在误解。

“冬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
季节，作为旅游从业者应该善
于利用这一特点，有冬季旅游
资源的要充分开发，没有的要
善于策划活动，只要遵循旅游
规律，善于策划，总能找到吸引
游客的方面。”王德刚说。

专家观点：

产品应出新

可策划活动

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均有湖泊，湿地生态旅游风生水起

““淄淄博博五五大大湖湖””引引来来游游客客无无数数

随着生态的恢复，淄博的各
个湖泊水质变好，鱼类生长活
跃，这也吸引许多市民前往湖边
赏景吃鱼。

周村苏先生是位骑行爱好
者，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喜欢
带儿子骑自行车出游，市内的文
昌湖、红莲湖、五阳湖、太公湖等
都是他常去环湖骑行的好地方。

苏先生告诉记者，最近越来
越多的游客喜欢选择湿地骑行
这种活动，既健身，又饱览了湖
光山色，中午在湖边吃上一条刚
钓上来的鱼，非常惬意。

家住张店的于先生则是位
垂钓爱好者，业余时间，喜欢开
着车去各个湖边垂钓，以消遣休
闲时光，于先生身边爱好美食的
朋友们，隔不上几天，就会约着
去湖边吃鱼。

“别看同样是吃鱼，黄河边
上的鲤鱼和马踏湖边上鲜鱼馆
的鱼不一个做法，而文昌湖水边
的饭馆里又是另一种风味。”

在淄博市内，丰富的水资源
为喜爱亲水的游客提供了便利
条件，湿地生态旅游成为淄博旅
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湖”--太公湖

目前太公湖有3000亩水面、
4000亩生态湿地和大面积的园林
绿地、生态林、经济林构成的万亩
生态修复区。生态湿地里长满了
芦苇、蒲苇和各种水生植物。现在
湖区鸟类有几十种。

“西湖”--文昌湖

文昌湖总库容约9000万立
方，湖面面积7平方公里，环湖分
布有萌山、莲花山等十几座山，资
源得天独厚。区域内范阳河湿地
公园、荷花生态园、都市农业生态
博览园、孔子文化创意园等已经
初具规模。

“南湖”--五阳湖

五阳湖属典型人工湖泊湿
地，水域面积1 . 67平方公里，是博
山面积最大，自然生态最原始，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和自然景观最佳
的湿地。

大芦湖景区，以大芦湖为中
心，东西长约4800米，南北宽约
2050米，面积11000亩，大芦湖水质
清澈无污染，有黄河水系鱼类资
源11科41种，年产鱼虾20万公斤。

中湖--马踏湖、红莲湖

马踏湖是北方典型的内陆浅
平湖泊湿地，总面积96平方公里，
有2100多条河道、20000亩苇田和
4000亩藕田等，素有“北国水乡”
之美誉。红莲湖由废弃的河道滩
地和窑湾改造而成的人工湿地公
园，近两年来也成为淄博市内游
客的“新宠”。

淄博东有太公湖湿地、西有文昌湖湿地、南有博山五阳湖湿地、北有高青黄河大芦湖湿地，中间地带有桓台红莲湖和马马
踏湖湿地，这些湖泊湿地均匀分布在淄博境内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不仅方便五区三县本地游客客就近
出游，也吸引了淄博周边滨州、东营、潍坊、莱芜等城市的游客前来，淄博的湿地旅游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张春玲

游湖看风景还能吃鱼

近年来，淄博加大了对环境
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湿
地的建设和保护力度。淄博的湿
地越来越多，环境也越来越好。

目前正在建设的文昌湖旅
游渡假区是淄博在建的最大的
生态湿地项目，在建设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对环境的保护。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放鱼活
动，这样不仅可以供市民垂钓，
更重要的是净化了文昌湖的水
质，对周边的湿地环境起到了很
好的保护作用。”市水产管理处

工作人员此前曾表示。
据了解，目前桓台的马踏

湖、红莲湖、以及沂源的天湖都
在进行综合的开发改造，据悉，
本次改造都是以生态恢复为宗
旨，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为
市民游览提供更多便利。

市民对湿地环境的改善也
感触颇深。“以前就像个大水坑，
周边也没有游玩的设施，经过改
造，环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到周末，我们都喜欢到这里来
玩。”临淄区朱女士告诉记者。

湿地保护力度加大，环境越来越好
在今年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上，市旅游局局长常传

喜表示，要推进旅游重点项目、景区建设，加快文昌湖旅
游度假区、天湖旅游度假区、五阳湖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建
设。淄博的湿地旅游开发正在提速。

今年以来，高青将湿地旅游资源与温泉、黑牛、五彩
农业相结合，打造“风情周末”旅游品牌，吸引了市内及周
边的众多自驾游客。

目前，投资四个多亿的马踏湖湿地和生态修复蓄水
工程正在建设，红莲湖原本是城乡河流水系综合治理工
程，近两年来也成为淄博游客的新宠，红莲湖东延工程完
成后将由南向北纵穿桓台县城，与马踏湖汇合。

文昌湖建设主要以生态旅游、休闲健身、特色风情小
镇和高端商住项目、农业开发为主体，是集休闲度假、游
憩娱乐、商务拓展、田园体验等为一体的滨湖度假地。

湿地旅游开发正在提速

太公湖成市民休闲的主要去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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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大芦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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