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开发，让游客把泉水文化带回家

□朱慧松

为了节省时间，一名老人距离路
口只有100米却选择了横穿马路，眼
看就要到达马路对面时却被一辆疾
驰的摩托车撞飞，身受重伤，不幸在4
天后身亡。这是近日发生在槐荫区的
一起惨剧，而类似的事故并不鲜见，
却没能唤起人们的安全意识，即便是
在事故现场，依旧有不少市民选择横
穿马路（详见9月3日《齐鲁晚报》）。

行人横穿马路，结果遭遇交通事
故而不幸身亡，这让人痛心不已。其
实悲剧或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不远
处就是路口，如果行人通过路口斑马
线过马路，无疑会更加安全。

展开来讲，行人过马路要走过街
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等安全通道，
这不仅能确保道路畅通，更能消除安
全隐患，这样的常识想必连小学生
都知道，作为成年人就更不会不清
楚了。可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能
否遵守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身边
诸如冲红灯速度直逼博尔特、跨护
栏身手好似刘翔、随意乱穿犹如段
誉展示凌波微步之类的“中国式过
马路”现象大行其道。行人乱穿马

路，往往并非过街不便这么简单。即
便近在咫尺就有过街设施，可时常还
是有人我行我素。究其根源，不是不
知道交规，而是缺乏对交规的尊重，
同时心存侥幸，觉得未必会出意外，
不会被警察查处。

可就算行人侥幸躲过了警察的
查处，又能确保躲过意外的发生吗？
如此乱穿马路，无疑是在与死神共
舞。行人如神兵天降般冒了出来，司
机要是刹车不及，行人就危险了。而
就算没直接引发事故，这也会严重影
响道路秩序，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每个行人都要对规则心怀
敬畏，对生命多一分尊重，无论在什
么时间、什么路段、有什么理由、是否
有交警值守，都不能违反交规在马路
上随心所欲。规规矩矩过马路既是对
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此外，职能部门也要多措并举，
一方面进一步增加和完善各种过街
设施，让行人能更加方便安全地过马
路，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引导和查处
力度，对违规乱穿马路的行人给予劝
阻、教育和相应的处罚。这样多措并
举，让“中国式过马路”早日绝迹，在
最大程度上避免意外发生。

□雪樱

备受期待的济南泉水博物馆四
展馆终于揭开神秘面纱。2日记者探
访发现，泉水博物馆四处展馆从泉水
文化、自然地质、互动体验、泉水生活
的不同角度切入，应用各种表现手法
讲述济南泉水故事，令人大开眼界。

（详见9月3日《齐鲁晚报》）
泉水博物馆四展馆揭开盖头，意

味着市民赏泉有了“第四种方式”：
在场馆里深度体验。引入高科技手
段，以历史文化为主线，以泉水文
化为中心，注重感官性和参与性，
泉水博物馆可谓高大上，电子体验
馆内的7D互动体验令人期待，集吃
喝玩乐于一体的生活体验馆让人
跃跃欲试，而底蕴深厚又不失活泼
的泉水文化展馆、通过声光电立体
展示72泉的自然地质馆同样使人大
饱眼福。

9月6日，济南将迎来泉水复涌13
周年，在此之际泉水博物馆无疑是送
给市民最好的礼物，对我们这座城市
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从泉水浴场的兴
建到泉水直取点的打造，从泉水节的
举办再到泉水博物馆的落地，这些既
是惠民利民的福利红包，也是城市泉
脉的繁荣和文脉的传承。安放集体乡
愁，传递公共温情。作为土生土长的
济南人，笔者感同身受的是，泉水博
物馆的落成，凝聚着所有济南人的泉
水情结和感恩情怀，深入地说，这也
是讲述泉水故事的新载体和新平台，
使我们这座城市完成了从颜值担当

到“气质担当”的跨越，即对泉水文化
的对外推介和保泉护泉的深入探索
将更上新台阶。

因此，要想让泉水博物馆发挥应
有的作用，相关部门应在旅游服务和
宣传手段方面与时俱进，大胆革新，
要放眼于“大众旅游”时代的新趋势，
适应旅游开放和共享的模式，打破分
割状态、形成监管合力。以泉水博物
馆来说，四展馆不在一个景区内，要
考虑如何开发泉水旅游APP，将景
区、旅行社、服务部门等有机融合在
一起，为游客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
服务，满足个性化、定制化、小众化的
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还要广泛征求民意，
重视市民的深层体验和互动需求，体
现人文性和智能性，不断完善场馆的
设施和内容，有些文化项目可采取开
放式管理，邀请市民参与进来，并创
建反馈机制和评估机制。让家门口的
博物馆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得益彰，提
高博物馆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反过来
说，每个市民不也是泉水博物馆的一
部分吗?

古人曾说过，“流作沟渠养万民，
珠圆点点胜金栗。”泉水的平民性不
言而喻，因此，泉水博物馆要接地气、
聚人气、有内涵，就应以民为本，结合
旅游市场需求和泉水文化推介，不断
地完善和补充，最关键的是应秉承开
放、包容、共享的态度对外宣传与沟
通，这不仅是彰显济南的城市格调和
宽博胸襟，也是用世界语言讲述济南
故事的重要途径。

□张九龙

泉水是大自然给济南的最好馈
赠，泉水游更是济南的旅游金字招
牌。然而除了能观能赏之外，济南泉
水能吸引游客、留住游客的亮点并不
多，因此要想做好泉水文章，还需要
在相关产业的培育与延伸上破题。

济南的魅力在泉水，可泉水的
魅力究竟又在哪呢？换句话说，对
于有短暂体验、没有足够时间回味
的外地游客来说，济南的泉水靠什
么来打动他们呢？诚然，济南泉水
甲天下，特别是今年老天帮忙，泉
水喷涌水势旺盛，但是，对外地游
客来说，站在趵突泉畔，面对一池清
泉欣赏赞叹一番，接点直饮的泉水尝
尝鲜，或者喝一碗泉水大碗茶，确实
是颇有特色的体验。可是，在此之后，
带点什么回去呢？

开了个好头，却戛然而止、意犹
未尽，这是不少奔着济南泉水而来的
游客的直观感受。其实，不是我们的
泉水没有更多的闪光点，而是我们对
相关产业链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开发
旅游，特别是开发文化旅游，应该多
点“吃干榨尽”的态度。这里的“吃干
榨尽”绝无贬义，而是说要充分挖掘
文化和文化背后的东西，发现它们的
商业价值，进行合理开发。保泉保泉，
保的是泉水资源，也是保泉水文化，
因此擦亮泉水文化的这块金字招牌
意义深远。

想要刺激消费，首先得有东西可
消费。济南的泉水旅游更多的还是处

于“门票经济”时代，缺乏深度消费
点，更难以让游客把泉水文化带回
家。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近年来
在不断加强保护与传承力度的同
时，注重用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实
现观众“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愿
望。截至2 0 1 5年年底，故宫博物院
共计研发文化创意产品8683种，在
淘宝店、微信公众号的带动下，谁
也没想到，一本正经的故宫居然也
成了网红。同样的道理，里约奥运
会文创产品也为当地旅游经济发
展贡献了一大桶金。相比之下，济
南泉水周边的文创产品却少得可
怜，真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
产品屈指可数，靠些手串、挂饰等
哪儿都能买的大路货，凭什么让游
客们掏腰包呢？

济南泉水文化经过近几十年的
整理和发掘，已经有了不少积累，各
类泉水主题的著作层出不穷，但仍主
要停留在学术层面，严格说来很难
转化为有效生产力。近年来，济南
一直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
且又有丰富的驻济高校资源，可谓占
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能进行政策
扶植，培育专业研发团队，举办泉水
文创大赛等活动，多关注旅游市场，
多关注年轻人的需求，济南的泉水文
化完全可以像故宫一样古老而充满
朝气，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泉水能够让世界记住济南,宣传
推介好泉水文化，有助于营造一个良
好的发展环境，提升城市的美誉度。
讲好泉水故事，要学会用文化语言，
因为文化是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泉水
活起来了，要想让泉水文化借机火起
来，泉水文创产品显然不该拖后腿，
我们期待着游客把“趵突泉”们带回
家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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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全民说泉

泉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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