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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上上古古城城外外地地游游客客同同比比增增加加33%%
感受“最聊城”，游客来聊首选水上古城

本报聊城10月7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这个“十一”假期，中
华水上古城依旧人气超旺，游客
满满。尤其是省外游客同比增加
三个百分点。不少游客表示，要
感受最具聊城特色的地方，肯定
首选中华水上古城。

今年“十一”，中华水上古城
在一场隆重的迎宾仪式——— 康
熙巡游中拉开帷幕。文艺演出、
文化展示、特色美食、戏曲表演、
非遗展演……系列精彩活动贯
穿整个黄金周假期。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齐聚聊城，游千年古
城，赏文化盛宴，品饕餮大餐。

节日期间，除了延续去年
“十一”的古装巡游(包括秀才赶
考、康熙巡游、状元夸街、打虎
归来)，戏剧专场演出，非遗实
景表演、民间传统节目表演(包
括媒婆说亲、二嘎子摔跤、抛绣
球 )等，还增加了更多精彩活

动，尤其是增加了“藏宝图”、
“最佳关注”评选等游客互动活
动。

戏剧专场演出中，包含曲艺
表演、华阴老腔、变脸表演及美
猴王表演专场，古城四条大街上
还有小朋友们喜爱的动漫真人
秀活动，吃货们更是有口福了，
楼北内街新引入的美食一条街，
袁家村，驴拉着磨研着拉面，白
嫩的豆花、醇香的粮食醋……统
统涌上鼻尖，让游客品尝到大西
北独特的风味小吃。综合曲艺表
演中，更是在10月1日至7日的上
下午，每天两场，在楼北大街东
侧广场，推出汉风流韵——— 雅乐
汉文化展演。

记者了解到，截至10月6日，
中华水上古城共迎来32 . 2万游
客，其中山东省外游客占5%，同
比增加3%，聊城本地游客仍然
最多，占到70%，其余为聊城各

县市游客。
此外，假期期间，为了方便

游客游览，古城四条大街禁止所
有车辆进入，同时，四条大街入

口处设有交警执勤，游客中心及
时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整个假
期期间，虽然来往游客众多，但
景区秩序井然。

本报聊城10月7日讯(记
者 杨淑君 ) 7日，黄金周
接近尾声，但仍有中短途游
客在景区驻足，整个黄金周，
登龙堤码头乘画舫游湖，登
上摩天轮俯瞰水城美景成为
聊城的旅游新亮点。

水城之眼摩天轮是全球
首座建筑与摩天轮相结合的
景点，总高度133米，是亚洲
第三、江北第一高，这样的殊
荣足以享誉海内外，人们不
仅可以一睹她的雄伟壮观，
而且可以坐在摩天轮上俯瞰
水城，给游客一种君临天下
的感觉，所以今年这个黄金
周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
来，不仅有济南、德州、菏泽、
淄博等山东省内的游客，也
有陕西、河南、河北、北京、上
海、江苏等外省的游客，另外
还有部分外国游客，他们在
游览后，纷纷赞不绝口。

今年8月，龙堤码头的成
功运营，为东昌湖风景区增
添了新的旅游观光景点，这
里古色古香的木质画舫独具
特色，一座汉白玉石牌坊更
是气势恢宏，她与水城之眼
隔桥相望，更是让游客体会
到登高可望月，乘船可赏景
的意境。

摩天轮、龙堤码头

假期人气爆棚

本报聊城10月7日讯(记者
杨淑君 ) 今年“十一”假

期，中华水上古城的饕餮文化
大餐，不仅吸引了众多家庭游
客，河北邯郸的一个车友俱乐
部还专程自驾车来游览。

10月3日，河北邯郸一车
友俱乐部的26名成员，自邯郸
自驾车来到中华水上古城，乘
坐古城的旅游观光车，游览七
贤祠、任克溥故居、 圣旨博
物馆等景点，欣赏古城沿街美
景，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文化
盛宴。

京剧、豫剧演出，古装巡
游，手工技艺现场展示……一
系列独具聊城特色的节目，让
这些自驾游游客流连忘返。

“之前只是听说这里很
有文化味道，这是第一次来
到这里。”车友俱乐部的一位
游客告诉记者，在这里喝了
一壶大碗茶，他立刻找到了
自己喜欢的感觉，真想留下
来慢慢体会这里的美好。

记者了解到，这些邯郸
游客是因中华水上古城到邯
郸参加旅游推介会，被古城
深深吸引，专程来到这里。他
们全程由中华水上古城接
待，在聊城留宿一晚后，又游
览了运河博物馆、孔繁森纪
念馆，并乘船游览水城美景。

河北车友俱乐部

自驾来古城

本报聊城10月7日讯(记者
杨淑君) 10月1日至7日，古城楼
东大街上的东昌木版年画展成为
游客必到之地，年画传承人到现
场表演刻版、印画，揭开年画的神
秘面纱，不少游客现场购买，自己
收藏，或馈赠亲友。

聊城市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
会会长解洪琴告诉记者，为了丰
富聊城市民的文化生活，让广大
市民和青少年了解聊城自己的传
统文化，研究会决定，在今年国庆
节期间，特别邀请东昌府木版年
画传承人，在古城楼东大街一号
年画店，表演刻版和印画技艺，为
伟大祖国66周年华诞献上一份真
诚的贺礼。

“我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学习
刻版。”今年77岁的东昌木版年画
刻板技艺传承人栾喜魁老人告诉

记者，他家族中刻版的历史能向
上追溯四五代，一直到清朝。他告
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昌木
版年画也在不断变化，比如之前
都是比较正统的灶王、门神之类
的，到现在增加了扇面画，还有不
少历史题材如赵云救阿斗、状元
及第，求子祈福类的麒麟送子等
等。他说，虽然内容随时代变化，
但技艺还是传承下来的，年画上
每一种颜色，对应着一块版，色彩
越丰富，需要刻版就越多。

记者了解到，随着大运河
申遗成功，东昌府木版年画作
为运河文化独特的组成部分，
在聊城这一运河重镇的再次崛
起中，也迎来了自己宝贵的发
展机遇，历史上东昌府年画有
20多家大堂号就坐落在聊城古
城东大街，自去年古城开街至

今，东昌木版年画个展在老画
作坊所在地举办，很有象征意义。

解洪琴说，今后研究会还将
进一步加大对东昌府木版年画
的宣传力度，争取将这种类型的

展览办到省级、国家级甚至办到
国外，同时，争取有关部门扶持，
帮助老艺人改善创作条件，鼓励
他们对年轻人的传帮带，使这一
传统技艺后继有人。

老艺人现场刻版、印画

东东昌昌木木版版年年画画引引众众多多游游客客点点赞赞

康熙巡游。 记者 杨淑君 摄

古城楼
东大街东昌
木版年画老
艺人现场表
演刻版和印
画技艺。

记者 杨
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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