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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老济南文化，泉水人家民俗馆一天迎客8000多人

百百花花洲洲人人气气见见涨涨，，爷爷孙孙游游成成亮亮点点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刘飞

跃 唐园园） 9日，百花洲一期
项目迎来首个端午节小长假。主
打老济南文化的百花洲人气见
涨，游园人数相较于平时有了很大
幅度提升。不少老人带着孙辈儿来
玩，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祖孙游。不
过，目前仍是实验性开放，百花洲
内的餐饮等行业仍然偏少。

9日是端午节假期的首日，也
是百花洲实验性开放以来迎接的
第一个法定节假日。上午11点，齐
鲁晚报记者从大明湖东南门进入
百花洲景区，相对于熙熙攘攘的
曲水亭街，百花洲内游客数量也
是非常多。“端午节说到底还是传
统节日，家人也不太喜欢往外面
跑，就来刚开放的百花洲看看，看
看老济南到底是啥样的。”游客冯
先生说。

市民追忆老济南人的生活，
了解济南的发展变迁，泉水人家
民俗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该馆展示了从明清到民国，再到
现当代的老物件，济南最早的冰
箱、保险柜，第一张明信片，最早
的彩照等都藏在此处。

“我们上周末统计的人数接
近4000人次，从目前情况来看，预
计今天游园人数能增一倍，至少
8000人次。”9日下午4点，泉水人
家民俗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来民俗馆游玩的还是以老济南人
居多。

据记者了解，百花洲里面民
居民巷众多，有雨荷巷，纪念济南
著名教育家鞠思敏的思敏街，记

载于北魏年间的流杯池子、流杯
池子街，明万历年间的问山亭、问
山巷，镜涵池以及书香胡同等等
传统民居。

这些传统民居吸引了大量老
年人来参观，在雨荷巷，现年64岁
的徐大妈指着青石板对记者说：

“踩着这些石板感觉回到了半个
世纪之前的济南城，来到这里都
勾起了我们的回忆。”

徐大妈说，前几天自己的发
小也来这里玩，她们在一处屏风
那里找到了当时居住的老房子，
感觉非常亲切。“有一位朋友因为
在屏风上找不到原来住的地方
了，急得抓耳挠腮。”

由于儿童节刚过，再加上端
午节假期，不少老人来百花洲游
玩的时候，孩子都会陪着，有的则
是直接带孙辈儿来这里玩儿。相
对于芙蓉街和曲水亭街，爷孙游
也成了百花洲一大旅游特色。

“儿童节正好上课没赶上，今
天我特意带孙子来这里玩玩，给
他看看老济南是啥样子，让孙子
不要忘根。”因为孩子端午节出
差，他特意带孙子来百花洲玩玩。

而主打老济南特色的泉水人
家民俗馆负责人也感受到了这种
变化，他介绍，平时一般都是老年
人居多，而到了端午节，年轻人尤
其是儿童逐渐多了起来。“老人来
看，家里人肯定陪着，孙辈儿也会
跟着过来，有些则是爷爷带着孙
辈儿过来玩，百花洲的这种旅游
特色是芙蓉街和曲水亭街不具备
的。”该负责人分析。

■文味端午·新生的景点

本报记者 唐园园

试营业首个端午节，百花
洲游园人数就算不少，但是仔
细看看，也能看出不少问题。
比如游览的人数多为济南本
地的老年人，年轻人、外地游
客并不占主要客流，并且只有
一处可以供市民吃饭的地方。
反倒是在其不远处的曲水亭
街上，一些吃喝、商品展示店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游览。

“鉴于百花洲周边园区
建设尚未完成，最终的经营
主体还需本轮展示后通过参
展单位的实际表现确定。”明
府城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百花洲目前尚不具备完
全开放的条件，现在没正式
营业，游客进来也没吃的没
喝的，现在的业态主要以展
示为主。

山东大学旅游系教授王
晨光认为，目前百花洲片区
游客流量较少，并不需要担
心，因为对于一个新项目来
讲，慢慢获得市场认可需要一
个周期。“百花洲片区现在应
该将民俗文化的东西做透，做
出特色，慢慢地让老济南们认
可它，通过一些活动攒人气，
慢慢游客就会多起来。”

王晨光说，目前济南旅
游人数多集中在三大名胜，

市区其他景点的人数普遍偏
少。百花洲片区的发展，对人
气极旺的芙蓉街是个很好的
补充。“百花洲和后宰门街对
明府城文化的开发有很大的
带动作用，但这需要一定的
周期，也需要将民俗和市场
很好结合。”

至于对商业项目的引
进，王晨光认为这样能促进
游客消费的升段，与文化展
示并不矛盾，而且能相得益
彰。“成都的宽窄巷就是将民
俗和商业很好结合的例子，
商业是游客切身体验的手
段，但是商业不能过度，应该
与文化相匹配。”

葛专家说 百百花花洲洲要要做做透透民民俗俗文文化化

不少老人带着孙辈儿来百花洲玩。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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