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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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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泉在在深深闺闺人人未未识识，，幸幸睹睹芳芳容容犹犹半半遮遮
发展泉水游，不能只靠老宅子里居民的热心

2007

>>>

2010

>>>
2007年6月9日，黑虎泉一度停喷。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10年12月28日，泉水浴场主体终于落成，

开始注水实验。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记者 万兵

看泉遭遇闭门羹：
“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快进来看看吧，这里有泉
水泡的茶，要不要尝尝？”在曲
水亭街15号院，每每有路人进
来，院子的主人王俐总免不了
一番热情招呼。这个不大的院
子里藏着一口泉，不少来往游
客也选择进来坐坐。但对更多
的游客来说，这么周到的招待
却不是在哪都能享受到。

这样藏着泉水的院子在曲
水亭街一带不算是“稀罕物”。
平泉、银珠泉、龙凤泉……还有
数不清的“无名泉”，几乎每隔
三五步，就能看见普普通通的
一户民宅门口挂着写有泉水名
称的牌子。

但当人们耐不住想要进去
看看、坐坐的时候，却经常吃到
闭门羹。以后宰门街的一座古朴
小院为例，门口挂着楹联，青黛
色的砖瓦、古旧的大木门让人格

外有欲望进门看看这个小院内
部的构造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
然而，“居民住宅，谢绝参观”几
个大字分外醒目。

即使是王俐的曲水亭街15
号院，也只能接受游人有限的参
观。当王俐看到一个脖子上挂着
相机的游客进了院子径直向里
屋走去时，她也是急忙拦住，“里
面是住家！”王俐说。

每天上百游客
居民生活受到打扰

王俐家的这个老宅院是典
型的徽派建筑，不光有院子里
的泉水井，里屋也被精心布置
过，明清老家具、名人字画，对
游客们来说样样都颇具吸引
力。只不过当时家里正有客人，
王俐不得不将游客拦住，游客
也只能悻悻离去。

王俐的家不是个例，如今在
曲水亭街、后宰门街等地，不少
沿街住户门前安装了具有泉城
特色、由名人书写篆刻的楹联。
藏着泉水的居民院门口也都写

有泉的名称。2013年时，王俐的
家里一天能接待二三百名游客，
即使是平常，20分钟也有三四拨
人到访。

但这种热闹，恰恰成了一些
居民不愿意开门的原因。一户居
民坦言，每天大量游客拥入，严
重影响了他们休息，而且安全也
是个问题。“泉水井都有个井盖，
但是随时能拿开。”这户居民介
绍，难免担心有孩子掉落井中。

此外，很多游客在参观时
也不注意爱惜。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看泉水，从井里捞出垃圾、
头发等都不算新鲜事儿。这让
祖祖辈辈和泉水一起生活的居
民很是心疼。

叩开了院门
但泉水依然难寻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居民
仍然愿意打开门让游客进来。然
而，这并不足以保证游客能真的

“看见”泉。在平泉胡同11号院，门
口贴出了银珠泉的标识。小院的
门敞开着，可以看到院子里摆放

着各种生活用品，但一时间却找
不到泉在哪里。

院子里的主人正在忙活着
淘米做饭。看到有人进来，院子
主人顺手往旁边一指，院子的中
间果然有一口小小的水井，井口
用锅盖扣着。这样的景象和很多
人心目中的泉水以及泉水人家
相去甚远。

“你打开盖子看看泉吧，也
拍拍这些小猫。”一位80多岁的
老奶奶院子里也有口无名泉，
从小长在这里的她对泉水有很
深的感情。有游客进来时，她会
招呼人逛逛自己的小院，给自
己收养的五只流浪小猫拍拍
照，再讲讲自己和这个院子的
感情。但由于腿脚不便、精力也
有限，她没法向每个游客深入
地展示泉水生活。

让游人体会“家家泉水”
可借鉴丽江乌镇经验

“门打开了，却依然看不到
什么。”山东国信国旅董事长张
晓国坦言，对游客来说，深度了

解泉水的愿望其实一直很强烈。
其实泉水边的老院子很有特点，
一棵上百年的老石榴树、一堵古
色古香的影壁墙，甚至寻常百姓
每天和泉水朝夕相处的生活，都
颇具吸引力。

但维护居民正常生活和满
足游客娱乐之间的矛盾也客观
存在。尤其是对于多数居民来
说，泉水对外开放并不能给他们
带来实际收益，但实实在在影响
了他们安静的生活。

目前，泉水人家这个旅游
资源还拥有巨大的潜力，而这
种体验式的旅游项目，恰恰是
未来旅游的方向。“把生活资源
转化为旅游资源是所有旅游地
都面临的问题。”张晓国说。

目前，也已经有不少地方做
出了相对成功的尝试，如丽江、
乌镇等地。“通过让居民在发展
旅游中获益，形成统一的发展模
式。”张晓国说，此外，有的地方
还会通过统一改造、整修来解决
这个问题。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前
提下，一部分居民可以搬出去，
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

互动中体验泉水

才是最重要的

葛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万兵

济南老城区2 . 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泉池300余处，南部山区也有众多泉水资源。但说到泉水游，从外地游客到济南本地人，都难免有
点迷惘：泉水该咋游？有没有标准线路可供参考？

说起泉水游，目前的玩法并不少。此前济南市旅游局曾开展了一项城市微旅游活动，组织“泉迷”们从大明湖西南门出出发，经大明湖新
区穿曲水亭南行，享受春日明湖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老城内老济南市民临水而居的生活状态。

但是对游客来说，线路并不是最重要的。张晓国表示，游客最渴望的还是能在泉水人家坐坐，喝杯泉水泡的茶，再听居居民讲讲泉水故
事。在这种互动中体验泉水人家的氛围才是最重要的。

“泉水是济南的优势旅游资源，但真正要玩的是济南的诗情画意。”张晓国认为，应该跳出泉水做泉水游，围绕泉文化化形成集民俗、餐
饮等于一体的模式。这需要营造一个从配套环境到商家布局都包括在内的整体氛围。

一旦形成了这种氛围，对游客来说，无需讲解就能欣赏品味泉水魅力。但这需要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比如如何品泉、、从哪个角度赏
泉、还能提供哪些线路戏泉等等。

除了趵突腾空和黑虎啸月，“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韵味同样让无数人向往。不少游客早就不满足于隔着栏杆看泉水水，而
是想紧靠泉眼一窥究竟，甚至是喝上泉水沁出的清茶。在济南，上百口小泉隐匿于寻常百姓家，但游客们发现，想走进进泉水人
家，和泉水来个亲密接触，却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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