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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要“爷孙游”，更要定制游

给非遗项目再造生存土壤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葛不吐不快
□钟倩

百花洲开放后，吸引了大
批老济南人参观，提升了老城
区旅游的热度，并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爷孙游”。不过，济南老
城区旅游仍然存在景点分散、
缺少拳头产品的缺陷。旅游专
家建议，老城区旅游开发要做
一体性开发。（详见12日《齐鲁
晚报》B05“都去挤芙蓉街，老城
西区没人瞧”）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小长
假，老城区的百花洲人气爆棚，
刚出锅的豆腐脑卖得供不应
求。本地人青睐爷孙游，一家老
小过来游览，寻的是老济南的
味道，勾连着乡愁情结与集体
回忆。而外地游客，寻的是在场
感，感受老济南的民俗与非遗，
体味文化的价值与底蕴。然而，
老城区旅游出现“冰火两重
天”，热了芙蓉街、百花洲，冷了

曲水亭、金菊巷、状元府等，其
实，这种现象存在已久。

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
笔者感同身受的是，不只是外
地游客，本地市民出游也是扎
堆芙蓉街“挤油油”，关键因素
有两方面，一是出行环境尚不完
善，二是旅游开发严重滞后。很多
人不是对老街巷不“感冒”，而是
游览条件不具备，从芙蓉街、府学
文庙到曲水亭、百花洲，再到传统
民居、老街老巷，骑自行车的年轻
人不熟悉路线，而旅行社带团把
老街巷作为重要景点的补充，
走马观花而已，久而久之就会
导致有看点、没景点，旅游资源
发展失衡，芙蓉街趋于饱和，曲
水亭却“冷冷清清”。

正如专家所说：“老街巷旅
游要有大局观，不能哪个好做
就做哪个，要从旅游市场的需
要和游客需要考虑。”这就意味
着旅游开发，既要注重平民化

的精神娱乐需求，也要“放开手
脚”积极探索高端定制路线，以
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常态。具体
来说，应以“泉水”为主线，将老
街巷景点有机串联起来，并注
重互动体验与情感需求，整体
包装、高端打造，与大碗茶经
济、非遗表演、民居生活，以及

“夜游济南”项目有机结合起
来，不断丰富旅游内容，提升吸
引力度与核心价值，让老街巷
旅游路线叫得响、立得住、影响
大，成为济南的旅游金字招牌。

步入“大众旅游”时代，旅
游定制产品的需求猛增，这也符
合弹性休假、错峰休假的新诉求。
因此，相关部门应引起重视，打破
多头管理的封闭局面，形成共同
监管的模式，智慧整合旅游资源，
广泛征求民意，提速配套设施建
设，根据需求量身打造，拿出符合
市场定位的“拳头”项目，让老
府城焕发出新活力。

葛有么说么

葛剪友巷议

□微微

据《齐鲁晚报》报道，6月11
日是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济南非遗
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已有200多
项非遗项目，80多个代表性传
承人，包含十几个门类的艺术
形式。但不少非遗尤其是手工
技艺面临传承发展难题，需政
府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
持，助其摆脱濒临失传的境地。

非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但是，随着人们生活环
境、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变

化，这些旧的民风民俗大多逐
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已经很少
被年轻人所接受和欣赏，生存
的土壤遭到了破坏。

作为祖辈留给我们的文化
财富，如果任由非遗消亡，我们
就是历史的罪人。记得民俗学
者冯骥才曾痛心地说，“民间文
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
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抢救
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迫在眉睫。济南是个文化大市，
近年来在非遗保护方面采取了
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许多非遗项目依然面临后
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单纯的抢救性保护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笔者
认为，非遗作为一种“活”的文
化形态，不应活在博物馆里，而
是应该走入社区、校园，走入人
们的生活，这样才能再造其生
存的土壤，使其永葆青春和活
力。比如上海，目前共有16%的学
校开展非遗项目的传承教学，舞
龙、皮影戏、沪剧等深受学生们的
喜爱，许多学校已经打造出了非
遗特色，学校正成为非遗保护、传
承的中坚力量。同时，作为文化产
品，还应该勇敢地探索市场、适应
市场，让它和人们日常生活，和老
百姓的需求、欲望重新对接。

□付文强

端午小长假，笔者陪外
地朋友到公园游玩，因为朋
友的父亲身有残疾，在公园
如厕时发现为残疾人设置
的无障碍厕所正被一年轻
小伙子占用，足足等了近十
分钟老人才得以方便。

随着公园软硬件服务
设施的提升，专门为身体不
便的游客设置了无障碍厕
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身体不便游客的方便问
题，但某些人在公园上厕
所的一些不良习惯令人汗
颜。公园里的无障碍厕所，
主要是为腿脚不便和有特
殊情况的游客提供方便服

务，如果年轻人图方便随
意占用，就很容易给身体
不便的老人如厕带来不
便。如果老人得不到及时
方便还有可能造成身体不
适，以至于发生危险。

城市文明体现在方方
面面，文明如厕一定程度上
也能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
文明程度。笔者认为，对
于广大游客来讲，不论是
如厕还是乘坐公交车时，
应该从一点一滴做到敬老
让老，关爱礼让身体不便
的人。良好的文明需要大
家共同呵护，因为只要每
个人在文明上迈出一小
步，我们的城市文明就会
跨出一大步。

岂能随意占用无障碍厕所

□温良

《齐鲁晚报》报道，为营造
安静的“两考”环境，济南市环
保局开展禁噪工作。众所周知，
中高考不仅关系着考生的成
绩，更关系着考生的未来。有关
部门开展整治行动，为广大考
生保驾护航，值得赞扬和鼓励。

远离噪声，享受安静，本是
市民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但

现实生活中却经常出现噪声扰
民的情况。不可否认，一个城市
的发展建设，必定会经历不少
施工建设阶段，而施工引起的
噪声必将对广大市民的工作和
生活带来影响。

如何把城市建设产生的噪
音、灰尘等负面作用降到最小，
尽可能减少对广大市民的生活
带来不便，则着实考验城市管
理者的智慧。既然中高考可以

出台相关措施禁噪声，那么平
时也就应该能做到。

只要相关部门多些担当，按
照高考中考期间的运作思路，多
想办法，从长计议，加大监督管理
力度，科学规划，制定出一整套可
行的操作规范，变分散管理为“一
条龙”监督，让施工单位自律起
来，即使不能做到全面禁噪，至少
可以降低噪声对广大市民带来
的负面影响。

期待“双考禁声”常态化

□陈立新

近日外出乘坐公交车
遇到这样一件事：在大观园
车站上来一位步履蹒跚的
花甲老人，一个小伙子赶忙
起身让座，可是不知怎的，
老人面无表情地就坐下了，
不但没有表示谢意，那神情
似乎是有人让座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小伙子气恼不
已，毫不客气地厉声要求对
方起来，他不让座了。一时
间两人互不相让地争吵起
来。

看到有行动不便的老
人上车，小伙子主动让座的
做法是尊敬老人，值得赞
赏；可是老人没有反应不表
示谢意，仔细分析也不是不
妥当。小伙子让座是自己修
养好素质高的根本体现，
至于对方什么态度、做法
应该是不重要的，甚至是
不去考虑的。因为自己的
举动是一种文明的不图什
么感激回报的。计较对方
对让座的态度、做法，这本
身就是使本来值得赞赏的

让座行为掺加了水分，多多
少少变了味儿。

当然，作为老人，应该
把有人为自己让座看作是
一种尊重，应该感受到年轻
人关心呵护带来的温暖，哪
怕是微笑一下，也是一种态
度，一种对小伙子良好行为
的肯定赞许。从这个角度
说，老人对有人照顾自己让
座没有丝毫反应，从人之常
情上说是说不过去的，起码
和老人修养更高、更懂文明
的形象有距离。

我们做好事心态要平
和端正，要宽容大度。对
方以礼回应，我们欣慰；
对方没有表示，甚至冷若
冰 霜 ，我 们 也 应 淡 定 自
如，不以为意。而受助者
如果能及时说声谢谢，就
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良
好的车厢环境是你我他共
同努力营造的，受益的是
包括你我他在内的大家。
只要乘客都这么想，并且
自觉身体力行，从自己做
起，良好的车厢环境就一
定会伴随我们的旅程。

面对让座，说句谢谢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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