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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4年，在聊城市拉开发展大框架，大思路、大
手笔带来大成效的背景下，中华水上古城这座千年古城重新焕
发生机，以其独有的魅力让世人为之瞩目。

从2009年开始，聊城市委、市
政府从全市大局出发，统筹考虑旅
游发展和百姓福祉，做出实施古城
保护与改造的重大举措，中华水上
古城就备受瞩目。

面对中华水上古城承载的城
市文化名片和旅游发展龙头的愿
望，古城要做的不仅仅是恢复一座
千年古城，更要下定决心打造一座
能够传承千年的新古城。中华水上
古城将通过建设、经营，形成完善
的景点、博物馆等旅游文化核心元
素；构筑特色商业街区，形成四大
街餐饮、客栈、休闲、文化等活跃的
商业业态；形成敦和诚睦、幸福和
谐的传统特色住宅区，全力打造
5A景区，真正成为聊城文化的新
品牌、产业升级的新龙头、财富汇
聚的新高地、城市发展的新名片。

为完成景区运营目标，中华水
上古城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加
快古城工程建设，尽快完善景点、
博物馆等旅游的核心吸引物，丰富
古城自身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加
强景区运营管理，提供更多的招商
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质的商户落
户古城；有计划地安排针对性旅游
营销策略和有效节点营销活动，不
断丰富景区常态化文艺演出，加大
古城推介。通过旅游与商业的有效
结合，实现旅游带动客流、商业带
动消费、综合支撑营销的联动态
势，通过建立整个古城商业旅游的
品牌基础和拓展空间，努力提高古
城内在的吸引力，最终将中华水上
古城打造成集文化旅游、休闲娱
乐、生态居住于一体的旅游目的
地。

坚持规范运营，努力打造5A级示范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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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古城保护与改造
指挥部了解到，2014年，中华水
上古城不断完善规划设计和
加快景点建设，以四大宽街、
十二窄巷和景点、博物馆、非
遗项目、特色文艺表演等进一
步深挖古城文化内涵。以“返
老还童”为宗旨，在挖掘老业
态、讲述老故事、重塑老字号、
复活老聊城、让游客感受活生
生千年古城韵味的同时，研究
现代消费心理，满足游客需
求。并选择故事多、方便游览
的古棚街、十县胡同、老树胡
同、状元街、二府街等小巷进
行重点设计，拟打造对联文化
街、官府故事文化街、书法文
化街、旧货民俗街等特色街
巷，讲述“故事聊城”。

在景点建设上，原址复建
考棚、七贤堂、启文书院、状元
府等15处历史古迹及园林景
点。又保留古城内老粮仓、新
华剧院、杂技厅、省立示范小
学等不同时期特色老建筑。同
时，计划建设“微景观”，对大
钟坑、庙上庙、吊关庙等老城
人民耳熟能详的建筑记忆原
点，在原址重塑或树碑立传，
增强老城历史根脉。还计划复
建和新建33处大小牌坊。

在文化项目建设方面，规
划建设阿胶文化、印刷文化、民
间收藏文化、地方戏曲展览等
35处博物馆，实现微型博物馆
集中化、创意化，把古城打造成

“微博之都”。为体现古城特色
文化内涵，在抓好对聊城非遗

特色项目引进的同时，正在推
进古城非物质遗产博览园建
设，并在临街戏台、茶楼等处，
布局快板、琴书等特色文艺表
演，在古城旅游线上安排武训
乞学流动表演，以及剧团、评
书、武术等地方文艺展示活动。

在基础设施方面，完成了
三个城门、三个城角楼、四大
街临街建筑及水系改造、内街
铺装、节点小品等工程。特别
是完成了总长度6200余米的地
下综合管沟，水、电和通信等
各种管线均在地下管沟内铺
设，不仅方便维护，还附有人
防和旅游观光功能，将对古城
生命活力的延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也将提升古城的综
合功能和潜在价值。

深挖文化内涵，加快古城景点规划建设

培育自身特色，丰富主题文化旅游市场
2014年7月，根据“东商、西文、

南驿、北食”的定位，中华水上古城
四条大街全面招商和项目推广同
时启动。通过在聊城各县(市区)、
济南等核心客户区域举办招商推
介会、主力店签约仪式等具有社会
影响力的活动，提升社会知名度，
塑造古城良好形象。

截至目前，四条大街已汇聚中
华老字号西安饭庄、老孙家泡馍、
老北京胡同、天津九河居、东北八
大碗、云南石锅鱼、老城里火锅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饮品牌，以
及东昌府孙金龙手工毛笔、徐秀珍
木版年画、郭氏米酒、阳谷木雕、牛
筋腰带、景德镇瓷器等诸多非遗及
地方传统工艺。点对点进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老字号品
牌、餐饮名店及各业态主力店的招
商初显成效。

2014年10月1日，中华水上古

城正式开街运营，非遗展示、巡街
表演、戏曲演出等系列活动精彩纷
呈，当天接待游客总人数13.2万人
次。黄金周期间，古城景区共接待
游客71 .2万人次，日均10万余人
次。

在招商同时，中华水上古城还
不断加强景区管理，完善景区建
设。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景区基
础设施进行梳理，建成并投入使用
游客中心，完善导视系统，从卫生
间指示、景点简介牌、雕塑小品简
介牌、道路景点导向牌、各类提示
牌等五个方面，编制《关于中华水
上古城景区导视标识系统进一步
完善提升的建议》，并制定旅游联
盟方案。注重宣传推广，借助多种
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广泛宣传，提
升景区形象。目前，景区正逐步探
索?“管委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旅游发展公司”的综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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