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不一样了，蓬莱阁不一样了，烟台
也不一样了。”4月20日，74岁的大连人刘
政结束了自己3天的烟台游。问起和三十
多年前来烟台有什么不同，刘政竖起大拇
指连说了四个好，“城市好，交通好，景点
好，我们玩得也好。”和刘政一样，今年55

岁的卓旭东也是一个见证了烟台三十年
发展的“老导游”，他给今天的烟台点了个
赞，“从一个外事接待中转站发展成中国
最佳休闲城市，这三十年变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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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后行宫作为承载烟台传统文化的重要景点，常
常是外宾和外地游客的必去之地。 卓旭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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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蓬莱阁航拍照片。

“大鼻子”来烟台

只能留半天

停靠在烟台港口的游船越来越多，1987

年更是达到了接待三艘游船24个航次的高
峰。在港口周边生活的居民对这些皮肤、头
发颜色各异的“大鼻子”游客也不再陌生，但
在当地人看来，“大鼻子”来去匆匆，“上午到
了下船，下午天还没黑，就上船走了。”

“烟台当时主要还是‘中转站’，大多游
船在烟台停留不到一天。”卓旭东说，很多欧
美游船到中国后，大多在烟台“中转”，再北
上大连、天津等地，“有的即便在烟台停留一
天，也都是在船上住宿、吃饭，在烟台逛的时
间很有限。”

但真正让卓旭东和同事们烦恼的，并不
是游客停留时间短，而是没有什么可以给游
客推荐的好去处。“蓬莱阁、烟台山最早就有
的，但当时的交通条件，从烟台到蓬莱还要
两三个小时，上烟台山不仅没有太通顺的
路，厕所也没有。”到当时全市最高点——— 毓
璜顶公园，俯瞰烟台全景，再到烟台山转一
转，或者去当时在烟台小有名气的绒绣厂参
观，这就是为外国游客安排的游览内容。

“交通条件不好，通讯也不发达，从烟台
到蓬莱的路上都找不到厕所，从烟台去青岛
得五六个小时，中间没有服务区，就到莱阳
县政府去休息，上厕所。”卓旭东说，当时的
旅游大巴车得垫个小板凳才能上去，让很多
年龄大的外国游客很着急。

游船客人在船内吃饭、住宿，也解决了
烟台接待的一个难题。刘慧告诉记者，上世
纪80年代初，只有一处可以同时接待三十人
左右的接待中心可以住宿。直到80年代末，
烟台才有了第一家星级宾馆，“芝罘宾馆也
仅有200个床位，大的团队一来，接待能力就
成了难题。”

有了黄金周，旅游成了家常事

1986年5月3日，烟台旅行社成
立，这是一家专门开展国内游客旅
游业务，并兼营旅游纪念品的旅游
企业。但在“老旅游”卓旭东看来，
烟台人有“旅游”的意识，真正走出
家 门 还 得 是“ 黄 金 周 ”的 出 现 ，

“1999年，中国出现黄金周，逢年过
节，老百姓不再守在家里，旅游成
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出游需要日趋增长，旅行社也
开始不断增多。改革开放之初，烟
台的旅行社不超过3家，1988年时不
超过10家，1998年突破了100家。旅
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这一时
期凸显，烟台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军1999年开始做
导游，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蓬莱
阁周边做小买卖的商贩特别多，

“有人专门给游客拍照，赚的比在
百货大楼卖货的还多。”

在一些烟台人开始走出家门
去北京看故宫，到西安看兵马俑，
不少人家里挂出自己在北京、桂
林、杭州这些热门旅游城市“到此
一游”的照片时，烟台也成了国人

首选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6岁的尹
瑞迪告诉记者，他小时候，淄博老
家的孩子们都会念叨一句顺口
溜，“我要去北京、上海、哈尔滨、
烟台”，“那个时候看着家里挂着
的北极星时钟，就想着去烟台看
看。”

李军说，2000年后，烟台大街
上的旅游巴士多了，酒店餐馆多
了，供游玩的景点也多了。2000年，
烟台全市的景点有66处，省级旅游
度假区3处，国家森林公园3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5处。这一年，烟台已经拥有了
包括龙口南山高尔夫球场在内的4

处高尔夫球场。
“这个时候涉外饭店就有88座

了，星级饭店28座，烟台也有了自
己的四星级酒店。”刘慧介绍，2000

年后全市旅行社达到了119家，国
际社9家，包机飞港澳、东南亚也成
了平常事。外国人进来、国人出去
和国人国内游的“三足鼎立”态势
已经形成。

月月休闲，仙境烟台成招牌

2014年4月25日，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的白领王瑶定好了今年“五一”小长假的
行程，“自驾去蓬莱马家沟玩一圈，再去招
远淘金小镇逛逛，然后到开发区磁山泡个
温泉。”王瑶告诉记者，三天假期去哪儿玩
成了她的烦恼，“可以玩的地方越来越多，
选择哪个很纠结。”

连续四年获得“全国最佳休闲城市”的
烟台，已经成为了国内外游客休闲度假的
首先之地，而烟台旅游的发展也从“旅游城
市”向“城市旅游”转变，打造著名国际旅游
城市成了烟台发展的新目标。烟台人吕鑫
说，现在一到七八月份，家里最热闹，“以前
交通不便，玩的地方少，我们都是往外走，
这两年外地的亲戚朋友都到烟台来看海。”

2014年4月18日，家住大连的74岁老人
刘政和几个老朋友一起乘船到烟台游玩，
问起和三十多年前来烟台有什么不同，刘
政竖起大拇指连说了四个好，“城市好，交
通好，景点好，我们玩得也好。刘政说，以
后要经常来烟台，“空气好，慢节奏，休闲

味足，来了就不想离开。”
滨海度假游、海洋旅游、葡萄酒休闲

游、黄金体验游、温泉疗养游、健身养生
游、胶东文化游、美食养生游，农庄采摘
游、特色节庆游……2013年烟台“城市月
月休闲汇”推出12个主题，115条旅游线路，
1420多项旅游休闲产品。三十年前，烟台
首创“家访”让外国人了解烟台。三十年
后，烟台已经有了“仙境烟台”、“葡萄酒
城”、“最佳休闲城市”等诸多城市名片。

烟台旅游业借改革开放之力，经历了
由弱到强，由旅游事业发展到旅游产业，
如今已形成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完
备的旅游产业体系，成长为拥有600多家
旅游企业，17 . 2万从业人员的大产业。青烟
威荣城际铁路和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将投
入使用，烟台的旅游产业借此“再上一层
楼”,智慧烟台的建设，更是让游客一部手
机便可畅游烟台，作为最早开放的沿海城
市之一，烟台正朝着国际著名休闲度假城
市大步迈进。

首创“家访”

把老外拉进百姓家

多次接待中，卓旭东和同事们发现了一
个现象，“老外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更感兴
趣。”对外开放初期，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充满
了好奇，下了船的老外就喜欢和当地的渔民
聊天。和外国游客打交道多了，工作在一线
的“翻译导游”们，想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接
待项目———“家庭访问”。

“这就是在樗岚村一户居民家里‘家访’
的照片。”卓旭东翻开一本相簿，拿出几张当
时拍摄的老照片介绍，“很多外国游客来烟
台，就是很想看看烟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让外国游客走进百姓家
的接待项目。”记者看到，照片中，有的老外
还帮着村民一起收苹果。

在这些来烟台的外国游客眼里，他们只
想看看最原汁原味的烟台，卓旭东说，最早
来烟台的外国人大多来自欧美国家，很多人
到烟台就是为了寻找祖辈们在这里留下的
记忆。

“家访”项目受到了外国游客的好评，从
农村到街道，“家庭访问”的范围也在不断扩
大。“我们会给接待游客的居民予以一定补
贴，负责接待的居民家门口会贴上编号，十
几个游客一组，翻译导游带着，到家里参观
聊天，有的一坐就是一天。”

到了烟台，能到老百姓家里吃住，了解
最真实的中国百姓生活，烟台首创的“家访”
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卓旭东收藏的
一张“家访”照片说明中写道：“法国‘海国明
珠’号游船，十九日早来到烟台，来自美国、
法国等国的三百四十名外国游客在樗岚村
进行家访。”

“家访”之后，烟台又推出了“少年文艺
表演茶座”，由烟台艺校的孩子为外国游客
表演乐器、二胡，唱京剧。刘慧说，“在对外开
放初期，旅游成了对外交流的窗口，烟台推
出的特色接待项目打开了一扇大门，80年代
末，烟台一年最高接待外国游客数量达到一
万多人。”

3300年年后后重重游游烟烟台台，，大大连连老老人人竖竖拇拇指指点点赞赞
从“外事接待中转站”到“最佳休闲城市”，烟台旅游实现跨越式发展

“旅游”这个词

是外国人“专属”

55岁的卓旭东是烟台第一代“导游”，
他记忆中的烟台旅游和“港口”有关。

1980年，21岁的卓旭东还是一个刚从
学校走出的小伙子，精通英语的他被分配
到烟台外事办，而他的第一个工作任务，
就是接待一艘来自美国的游船，“成为对
外开放城市后，烟台港口就很热闹了，尤
其是1984年后，在港口见到外国人是很平
常的事情。”

卓旭东说，1984年起，烟台港平均每
个月都能迎来一艘外国游船，“我每个月
都要去港口几次，准备，迎接，送行。”当时
游船上的客人还多以留学生、考察团为
主，这些人算得上是烟台对外开放后的第
一批“游客”，“80年代初，我们接待这些乘
游船来烟台的外国人，是外事接待。1984

年之后，才有了旅游接待这一说。”
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对“旅游”一词

完全陌生。“逢年过节，大家都守在家里，
就是家门口的景点也不去看。”烟台市旅
游质检所所长刘慧也是烟台第一代“导
游”，在他看来，开放初期，旅游还是外国
人的“专属”，国内旅游从上世纪80年代末
才开始，“而烟台旅游快速发展时期也是
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发展的阶段。”

1984年7月，中国国际旅行社烟台支社
正式挂牌。1985年9月，烟台市旅游局成立。
卓旭东的身份也从一名外事接待人员变
成了“翻译导游”，“当时的‘旅游’只有一
个内容，外国人到中国玩。”和卓旭东一
样，烟台的第一代“导游”，首先是翻译，然
后才是“导游”，他们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
向外国人介绍烟台。

数读烟台旅游
1984年，烟台对外开放，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打开了旅游市场这扇大门。
作为一座景色优美的沿海城市，“旅游”这词儿对烟台来说意义匪浅，除了接待国内

游客，30年来，烟台频频受到外国人的光顾，从无到有，从简单到成熟，烟台吸引着全球各
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接待国际旅游人数也成为政府部门统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游
客的到来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繁荣，烟台这座城
市早已进入全球视野。

制图：武春虎

2011年 2012年

合计(人) 524750 530184

外国人 421218 416891

香港同胞 29064 32259

澳门同胞 16039 16941

台湾同胞 58429 64093

接接待待国国际际旅旅游游人人数数

烟台国旅董事长卓旭东拿出一本相册，向
记者讲述上世纪80年代的烟台旅游。 本报记
者 韩逸 摄

2014年的蓬莱阁航拍照片。

本报记者 代曼

卓旭东保存的一份“国旅大事记”中记
载了1987年烟台游船接待量。

很多外国人来烟台，就是想看看烟台老
百姓的生活，卓旭东等一线的“翻译导游”们
想到了“家庭访问”这个项目，当时很受欢迎。

景区面积
大了，接待量提
高了，景点数量
变多了……提
起蓬莱阁景区
近三十年的变
化，蓬莱市摄影
协会主席高远
一口气说出好
几个。

高远1 9 8 1

年来到蓬莱阁，
那时景区刚刚
开放，“当时景
区面积很小，开
放的只有几处
老建筑，像天后
宫等景点都没
开放。”高远指
着一张1 9 8 1年
航拍的蓬莱阁
照 片 说 ，“ 和
2 0 1 4年拍的一
对比就很明显，
不仅面积小，水
城城墙还没修
建，景区内的路
段都很简陋。”

“大鼻子”来去匆匆，上午
到了下船，下午天还没黑，就
上船走了。烟台当时主要还是

“中转站”，大多游船在烟台停
留不到一天。

——— 卓旭东

上世纪80年代初，只有一
处可以同时接待三十人的接
待中心可以住宿。直到80年代
末，烟台才有了第一家星级宾
馆。芝罘宾馆也仅有200个床
位，大的团队一来，接待能力
就成了难题。

——— 刘慧

空气好，节奏慢，休闲味
足，来了就不想离开。

——— 刘政

现在，卓
旭 东 依 然 保
存 着 外 国 游
客 参 观 烟 台
绒 绣 厂 的 照
片。 卓旭东
供图

烟烟台台依依山山傍傍海海，，气气候候宜宜人人，，冬冬
无无严严寒寒，，夏夏无无酷酷暑暑，，既既是是避避暑暑纳纳凉凉
之之胜胜地地，，也也是是各各地地游游客客旅旅游游观观光光
的的理理想想境境地地。。11999988年年，，烟烟台台成成为为首首
批批中中国国优优秀秀旅旅游游城城市市。。烟烟台台旅旅游游
素素有有““三三区区十十景景一一条条带带，，四四城城五五园园
六六条条线线””之之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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