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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黄黄河河边边玩玩，，除除了了烧烧烤烤还还有有啥啥
黄河济南段旅游开发不温不火，亟需拳头产品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任晓梅

守着这么好的资源
做不大黄河文章是遗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在济南市境内从平阴一直
流到市区内的天桥、历城等区。
在城区内，黄河紧贴着二环北
路，市民从二环北路下了公交
车便可直接到黄河。在周末、国
庆假期等节假日，不少市民专
程到黄河岸边来休闲。

10月1日和2日，齐鲁晚报
记者来到位于天桥区的黄河百
里风景区。该风景区位于泺口
浮桥西侧，景区依靠著名的泺
口险工段而建设。

景区内，有不少游客在黄
河岸边游玩。由于天气晴好，在
黄河南侧可以看到黄河北的鹊
山风光，朝东便可以看到百年
的泺口大桥。

市民张先生是天桥区泺口
人，常年在黄河风景区摆摊。张
先生告诉记者，“黄河百里风景
区原先还是济南泺口渡口的所
在地。”紧靠着市区，济南黄河
旅游开发有着不错的自然和人
文遗存。

来黄河游玩的一位老济南
告诉记者：济南守着这么好的
黄河资源，却做不大黄河的文
章，是最大的遗憾。”前一段时
间，为了防汛大堤安全，不让游
客开车到大堤上来，黄河景区
的游客同前两年相比，少了不
少，“平常几乎没大有人”。

据记者了解，全国有黄河
流过的城市都非常重视黄河资

源的开发，如河南省的郑州和
开封两座城市通过大做黄河水
体和历史文化文章，形成突出
的地方特色。在上游的甘肃省
兰州市，也打造了四十里黄河
风情线，打造兰州黄河母亲主
题公园,成为兰州市重要的旅
游看点和城市名片。

黄河沿线风景区
不能仅仅只有烧烤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济
南黄河旅游资源经过多年的开
发，已经形成了几家景区，比较
知名的有济南黄河森林公园、
百里黄河风景区。黄河森林公
园位于济南市黄河北岸，占地
1500亩，门票仅售5元钱。

3A级济南百里黄河风景
区由黄河河务管理部门投资打
造，依托49公里的黄河带建设，
也是一家水利风景区。2010年，
景区根据有关政策，取消原来
向济南市民收取5元钱的门票，
只对旅游团收取少量的费用。

记者在两家景区看到，市
民到景区大都是来此烧烤。而
市民烧烤后，随地乱扔垃圾又
给景区管理部门带来了很大的
压力。

管辖景区的天桥黄河河务
局相关负责人曾介绍,该局每
个周五都会组织职工到河边捡
垃圾,但是垃圾实在是太多,刚
捡完了,没过多久,就又有人扔
下很多。为了清理垃圾，景区还
雇了多名清洁工来清理垃圾。

据了解，百里黄河风景区
在目前旅游团队有限的情况
下，一年下来尚需贴入60万-
70万元的运营成本，处于“来的

人越多赔的钱越多”状态。
据省城旅游业内人士介绍，

黄河旅游景区的打造不能仅仅
作为烧烤目的地，“一方面没有
开发出黄河沿线的众多资源，另
外（烧烤）对环境也有很大损害。”

黄河旅游资源开发
应坚持休闲观光结合

该业内人士介绍，受制于
体制原因，黄河沿线旅游资源
的开发还是以黄河河务部门自
有资金为主，地方上几乎没有
投资。“黄河河务部门以防汛和
水利建设、水利工程维护为主，
对开发旅游资源并不在行。”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陈国忠介绍，黄河作为一条地
上河，“防洪是第一位的，这些制
约了黄河旅游资源的开发。”

河流的旅游资源多体现在
沿岸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

“河流容易在山地、峡谷中形成
较好的自然风光，如壶口瀑布和
三峡景观。”济南为平原地带，黄
河的自然风光还存在一定差距；
黄河在古代是一条灾河，周围的
人文景观也比较少。

虽然黄河开发存在众多不
利因素，但是济南没有充分利用
好现有的黄河旅游资源开发。

陈国忠认为，相比一些成
熟的旅游产品，目前黄河游处
于缺少必要的配套设施及好的
产品包装的尴尬局面，亟需在
保证防汛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旅游产业分段开发。

他建议，“应该坚持观光和
休闲相结合，一方面打造黄河
沿线的景观带等自然资源，一
方面开发和挖掘人文资源。”

她她是是““面面人人汤汤””唯唯一一学学生生
能能做做不不到到11厘厘米米核核桃桃面面人人

本报记者 于悦

“面人汤”就招了
她一个学生

今年77岁的董凤岐在北京
长大，因为从小喜欢画画，1959
年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她说：“中央工艺美
院是从中央美院分出来的，成
立学院时周总理还说过：传统
手工艺应该保存下去。于是请
来了‘泥人张’的传人张景祜和

‘面人汤’汤子博做高级教授，
并为他们成立了两个工作室。

‘泥人张’在全国招了7个学生，
但‘面人汤’就招了我一个。”

“当时考试跟高考差不多，
考素描、水彩、政治、文学、图案
设计等，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
素描，家里也送去上过补习班，
所以有一定功底，考完后在十
几个人里脱颖而出。”董凤岐
说，由于成绩优异，她直接被推
荐给“面人汤”做学生。

董凤岐现在还保存着一
张和师傅的黑白合影，照片
上，80多岁的汤子博正在指点
20多岁的董凤岐进行面塑制
作。在汤先生的指导下，她从
对面塑一无所知到逐渐产生
浓厚的兴趣。她所塑的战国时
政治家、诗人屈原还被郭沫若
先生收为藏品。

毕业后，董凤岐又在沈阳
待过一段时间，1983年她受邀
来到济南的山东工艺美院教
学，学校为她单独成立了面塑
工作室，这让她有机会创作出
了更多的作品。这33年间董凤
岐培养出了四五十个优秀学
生，她还被济南大学聘请教授
了四年烹饪专业的学生。今年
5月份，在山东艺术学院办了
面塑培训班；7月份，她和学生
的作品一起在济南群艺馆进
行了展览。

不到一厘米的“寿星”
毫发毕现

捏面人最早在民间出现，
但科班出身的面塑艺人如今也
就董凤岐一个。至今她已创作
了数百件作品，曾获国际金奖，
泰山文艺奖，省文博会4次金
奖，省文联、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市文联等各项金奖，还曾经
获得法国艺术博览会金奖、世
界烹饪大赛银奖。她最擅长的
是做飞天、天女散花等神仙形
象，“因为面皮非常薄，可做的
面塑形象就很多，像捏飞天的
彩带别的材料就很难替代。”

除了神仙面塑，董凤岐最
令人称奇的作品是核桃面人，
一个只有一厘米高的寿星，头
还没有一颗绿豆大，但四肢、
五官、衣饰都捏得不差分毫，
粘在核桃壳里十分精致。很难
想象这得用放大镜才能看得
清的面人，是董凤岐凭肉眼看
着捏出来的。

“做这种小面人除了要求
环境安静和光线好，最主要的
还是得细心，没有做大面塑的
基础直接捏小面人也成不
了。”董凤岐说，学会面塑很容
易，甚至很多孩子都体验过，
但要做出精品来就难了。

要不断研究面塑
保存问题

面塑用的材料就是家常吃
的面粉，不过要加上各种材料，
起到防裂、防虫、防腐的作用。

很多小孩子玩面塑用的
材料是太空泥，董凤岐说，这
种材料优点是颜色鲜艳，保存
时间长，但做起来没有面那么
透亮，他们平常做面塑表演也
会掺一些太空泥，但要做精品
还得用纯面粉，还是要不断研
究解决面塑保存的问题。

因为以前没有防腐材料，
汤子博先生有不少优秀作品
都没有保存下来，即便经过处
理的面塑，也没法保证较长年
份保持完好，董凤岐就在2010
年第一届非遗博览会时做过
一尊送子观音面塑，如今纯白
色已变成灰色。

董凤岐认为，有了面粉就
有了面塑，即便最初用面粉做
各种形状的吃食也算，它可以
直接和餐饮相结合，“可以与
菜搭配做出主题来，像我曾经
做了一个钓鱼的老翁面塑放
在盘子里，真正的菜则是海
鲜，但这样的面塑要小很多，
以防喧宾夺主。以前我还给趵
突泉公园做过面塑烤鸭、鲤
鱼、九转大肠，模仿得比真的
菜还漂亮。”

进入十一假期以来，济南市区内的趵突泉等景点，迎来众多游
客。记者探访发现，位于济南北部的黄河风景区，游客却不多。济南
黄河沿线旅游景区较为丰富，但受制于防洪需要和配套设施不足，
虽然开发多年，目前仍是不温不火。相关专家建议，在保障防洪的
前提下，尤其在济南新区的建设背景下，加快黄河沿线的自然景观
和休闲的旅游资源建设。

我的城·黄金周特别观察

济南市目前正在进行济南新区的申报和建设。济南新区将变济南的跨河发展为携河发展。怎么开发黄
河沿线的旅游资源也成为政府的重要议题。

今年年初，就有济南市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开发我省黄河旅游资源打造沿黄生态旅游区的建议》，建议
将黄河打造成济南市“城中河”。

济南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在面复会上表示，济南实施黄河发展战略，从“远离黄河”到“亲近黄河”实现
“跨越黄河”发展，依托黄河生态旅游功能带、徒骇河和沙河生态保育带以及城市水景走廊形成水系景观网
络，依托黄河建立黄河观景台，打造体现黄河文化的主题公园和展示项目，打造沿黄河景观旅游道。

该负责人称，目前济南市规划设置了连通南部山区至黄河，串联趵突泉、黑虎泉、大明湖、小清河、绣源
河等重要资源的生态廊道，为未来发展区设定了边界。

济南市还将打造多个黄河沿岸公园，在河边设置自行车道和景观步道，营造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空间。
目前济南市还将按照黄河两岸开发原则，以黄河和鹊山水库为核心，大力发展环湖、沿河生态屏障建

设，促进黄河以“内河”功能定位融入城市发展格局，变跨河发展为携河发展。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整理

黄黄河河边边将将打打造造多多个个沿沿岸岸公公园园

葛头条链接

面塑艺术在非遗中算是较为普及性的项目，但能真正做出
精品面塑的却没有几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人董凤岐从1959年
开始学习面塑，是为数不多科班出身的非遗传人，如今从事这一
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中她塑的核桃面人最为人称道。

目前到黄河边游玩的主要是来烧烤。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董凤岐和她制作的非遗博览会吉祥物面塑。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葛纸上非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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