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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文文化化游游””为为啥啥引引不不来来外外地地客客
历史积淀很深厚，假日却多是本地游

文/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宋磊

著名景点人也不多
游客以当地人为主

说起淄博旅游，名气最大
的是蒲松龄和“齐文化”。10月
5日，记者调查采访了淄川、临
淄两地的相关旅游情况。

5日8时30分，记者抵达淄
博火车站，发现淄博站并没有
大巴车直达淄博市的各大著名
景点，只好打车前往淄川和临
淄。9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淄川
蒲家庄的蒲松龄故居，看到景区
游客不多。据景点售票处工作人
员介绍，平时来的人挺少，也就
是节假日才能每天接待千把人。
记者采访中遇到济南市民周先
生一家，他表示，淄博旅游景区
太分散，且缺少“旗帜性”景区，
对游客的吸引力有限。

9月12日，在临淄区齐都
镇运营了三十年的齐国故城遗
址博物馆搬迁到太公湖畔。根据
规定，淄博本地人可凭身份证免
费参观齐文化博物馆和足球博
物馆，外地人则需买票进馆。

记者10月5日采访中注意
到，上午 9点多，齐文化博物
馆、足球馆开始上游客，场馆停
车场停放的车辆以淄博当地的
为主，偶尔才有外地车辆出现。

采访中，淄博当地一位从
事旅游行业工作的人士介绍，
目前淄博旅游还是以“一日游”

“半日游”为主，二日游、三日游
一直不具备规模。

景区各唱各的调
攥不成一个拳头

2600多年前，一个泱泱帝
国在齐地诞生，创造了800年辉
煌文化和历史，对中华文明也
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曲阜

“三孔”为代表的“鲁文化”不仅
名满天下，而且“客似云来”，相
比而言，“齐文化”多年处于“门
前冷落”的尴尬境地。

据悉，对于发掘“齐文化”
的巨大旅游潜力，淄博各界多
年来做了大量的研究。民进淄
博市委2014年将齐文化旅游
作为参政议政重要课题进行调
研，形成了题为《关于开设齐文
化精品旅游线路》的议政报告。
设计的“齐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覆盖淄博的四区一县，行程4
天，提出要把淄博打造成齐文
化旅游目的地，让游客不再停
留在淄博“一日游”的低层次，
结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淄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旅游从业人士分析，目前淄博
旅游依旧停留在“各卖各的票，
各唱各的调”的局面。

他介绍，以“蒲松龄”为主题
的一系列景区为例，蒲松龄纪念
馆属于淄博市直管，而依托其出
现的位于故居停车场旁村子里
聊斋园则属于当地开发。“各干
各的，平时几乎没有联系。”

另外，作为当下旅游业发展
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旅行社团

队发挥着引领市场的“牛鼻子”
作用，而淄博在这方面却是十足
的“软肋”。省内外旅行社热销的
线路产品中，“淄博游”几乎被遗
忘，即便有也远算不上热线。

要落脚“齐文化”
又要发展特色旅游

采访中，民进淄博市委的
杜元刚表示，淄博发展打造旅游
文化品牌，不能忘了发展文化产
品、打造产业品牌，才能给淄博
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活力。

在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教
授王晨光看来，淄博并无像泰
山、崂山那样的名山大川，但在

旅游业多元化发展当前，淄博
仍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
今后发展旅游中，应该走适合
自身发展的特色旅游之路。

“从接地气的角度来看，淄
博的乡村旅游现在还是走在省
内前列的。”王晨光认为，“淄博
的旅游比较草根，民俗文化和
乡村文化比较发达。因此发展
民俗旅游和乡村旅游应该是淄
博旅游的重点方向。”

王晨光教授说，淄博有陶
瓷、古商城、齐古都、聊斋文化
等，其文化价值要远远高于其
旅游发展价值，因此适合淄博
旅游的注定是文旅高度融合的
发展之路。

淄博是齐中心的中心，它拥有40余家A级景区，其中不乏世界
级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像蒲松龄故居、周村古商城、齐文化博物
馆、鲁山等都是重量级的。然而，提及淄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座

“工业城市”。10月5日，记者在淄博采访黄金周旅游市场时，不少当
地人感叹现在淄博的旅游市场情况“与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和自
然资源不相称”。

假日的齐文化博物馆人也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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