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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显佳

一座“栽”出来的景区

9月9日晚，位于济南市历城
区西营镇的九如山景区举行消
暑晚会，一下子来了上千游客，
大家一起在四周植被茂密、山势
优美的环境中哈啤酒、看演出，
享受“暑期最适宜的打开模式”。

为庆祝开业10周年，今年暑
期九如山组织消暑晚会，一连搞
了5场，场场千人以上。景区的影
响力可见一斑，很多游客“用脚
投票”，为景区庆生。有的还把帐
篷带来，享受拥着36平方公里九
如山漫山绿涛入睡的滋味。

2005年接手这片山体时，情
况完全不是这样。当年的照片显
示，这里还是连片的荒山。新主
人接手后，组织常年大规模植
树，景区开始嬗变。

十年间，本报记者多次前往
景区采访，植被情况每年都有明
显变化——— 树木变密、山体变
绿、变青。有时候在“五一”“十
一”这样的游客高峰时节，景区
总经理、副总经理还在亲自带领
职工、村民植树。

今年4月，记者在景区登山
木栈道看到，数十人像“挂”在
悬崖峭壁上一样，在脚下的方
寸之地勤恳挖坑，有的地方没有
土，还需要背土上山，一人一次
平均背土60斤。这种植树的方式
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实际上不
仅春天夏天，九如山人全年植
树，冬天也不停歇，用镐头一点
点撬开冻土栽树。

用九如山瀑布群景区总经
理刘征的话说，植树对他们来说
不是3月12日的应景，而是365天
的持之以恒；不只是提供场地、
工具呼吁公众植树，而是亲力亲
为，只有这样才放心。景区不接
受任何社会团体运动式突击植
树活动。2017年植树节期间，曾婉
拒8000多名小朋友的植树要求。

2005年植树时，目标是平
地、缓坡，后来扩展至高岭甚至
悬崖。在海拔超过800米、坡度达
到60度的方寸之地，挖坑、栽树。

在长期植树中，景区总结出
很多有效经验。九如山植树讲究
分层种植，高低搭配，结果让山
林中的植被更有层次，视觉效果
好。据不完全统计，12年间，九如
山累计栽树200余万株，森林覆

盖率由当年的18%，提高到97%，
成为“北方九寨”“中国最具生态
保护意识的景区”。

如今到九如山游览的游客
会发现，景区仍安排人每天栽
树。用景区董事长刘东胜的话
说：“九如山植树已经进入深水
区。”目睹变化的各领域专家则
认为，九如山在森林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之间，实现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之间，走出一条新路，拿
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一座“养”出来的景区

来到九如山景区的不少游
客感慨：“这里的山水品质这么

好？”“这里这么美！”
在记者看来，九如山现在的

美是养出来的。景区除了在植树
方面下大力气，设施建设方面也
十分用心，开业之初，推出十公
里登山木栈道，最大限度地保护
植被、山体，自成一道风景；这些
年又新增设纯木结构的游客中
心、“不二木居”风格民宿等；在
半山腰打造有一定规模的度假
酒店。这些设施项目极大增加了
游园舒适感，较好地契合了景区
的自然环境，可谓件件精品。

过于苛求精品让景区建设
进度看上去很慢。拿半山腰的度
假酒店为例，目前建造时间超过
六年，仍未全部完工，为了达到

想要的效果，其间还多次拆掉重
建，而这还是数年来工匠们每天
加班加点的结果。

九如山高端民宿“不二木居”
名声在外。建设方面精益求精，木
材的选择、木纹的利用，空间的构
造，以及木屋内的装饰、氛围营
造，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木结构
的游客中心为九如山添彩不少，
这里功能设施齐全，游客在此可
吃、可休、可观、可居，纷纷将其收
入镜头发了朋友圈。

在各地旅游景区中，近些年
兴起一种“集装箱住宿”，极具个
性化。九如山悄悄地也落成类似
居住设施，记者实地探访发现，
其体验更好、创意更新，尤其是
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大大提
高了游客的居住体验。

经营方面也靠“养”。2014年8
月起，九如山推出一度被人质疑
的“终身园主卡”，实行“一次购
票，终身免费”。9月10日，刘东胜
在一次聊天中介绍，“终身园主
卡”已经累计发行将近80万张，对
每位“园主”景区都掌握其信息，
平时吸引其多次消费，成为九如
山打造休闲业态的重要支撑。

近十几年中，济南近郊景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生了巨
变，不下数十家大小景区退出了
竞争，而像九如山，则依靠并不
突出的资源禀赋，一步步彰显自
身特色，形成“拳头产品”和不可
替代的竞争力，并逐步具有堪比

“5A级景区的气质”。客源半径

明显扩大，拿北向来说，河北、北
京甚至东北的团队游客都蜂拥
而来，景区每天游客盈门。

刘东胜认为山岳型景区属于
长线投资，千万急不得，投资者不
能急于赚钱回本。他说，因为景区
投入大，九如山开业十年来，尽管
接待游客量数已百万，但他本人

“未从景区拿一分钱回家”，而是
每年从其他产业拿钱不断投入，
正是因为这样长期的“养”，才有
了今天人们看到的九如山。

看了九如山的变化，嘉华旅
游董事长张明十分感慨，他说：

“九如山景区创业十年高举高
打，坚持高标准建设，守住底线
原则，坚持做旅游精品，他们的
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一座“留”出来的景区

九如山人用12年的时间，为
社会奉献上了一片“春季生机勃
勃，夏季郁郁葱葱，秋季五彩缤
纷，冬季绿色依然”的绿色山川，
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与在植树方面十几年如一
日的“做加法”相对，在景区一些
项目的选择上，则坚持“做减
法”。这一点同样坚决。

九如山景区在日常管理方
面，坚决维护生态环境，为从根
本上杜绝垃圾，杜绝对水的污
染，所有商贩禁止售卖方便面。
另外，为保护水生态，水中只投
放两种鱼：草鱼和鲢鱼。草鱼可
以吃水中的水草，鲢鱼可以吃水
面的浮生物，都利于净化水质。

随着九如山景区在省内旅游
景区业界声誉鹊起，刘东胜收到许
多许多的建议。譬如，有老板主动
提出，要帮助景区建一尊68米的大
佛；有人看到家庭客对儿童乐园的
需求，建议九如山抓紧上项目，当
时南部山区的很多景区都建有类
似设施。刘东胜对此坚决抵制。如
今，很多项目因为太多、竞争激烈、
升级太快被淘汰，让人看了很心
疼，证明他当初的远见。

景区上市也是热点话题。最
近两年不少机构找来，刘东胜只
表示，现在没想干这个事儿，等
条件具备再说吧。

“我的经验就是，大家都干
的事情一定不要干。”刘东胜说，

“我是典型的不听专家，或者说
不盲从专家。有一位园林方面的
专家来了，热情地给我支招，我
说不行啊，你这样就把我这儿弄
成趵突泉大明湖了，园林的痕迹
太浓了！”

欢迎您扫右上角“老乔游
记”二维码，就“栽”出来的景区
与老乔互动。

““栽栽””出出来来的的景景区区，，游游客客用用脚脚投投票票
九如山景区开业十周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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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有这么一座特立独行的景区，别人为追赶市场步点而忙不迭地出牌时，它却在埋头栽

树；别人大刀阔斧搞建设、上项目时，它却做减法，拒绝一个又一个的商机。
今年是九如山瀑布群景区开业十周年，到过该景区的人都感慨，这十年走得实在不寻常！

▲九如山水

不二木居

9月26日，一份齐鲁晚报
创刊30周年暨十一、中秋“双
节”出游宝典，将与广大读者
见面。

在之前的10000多个日日
夜夜，齐鲁晚报一直与广大
读者同行，与您相伴！成为山
东省发行量最大、美誉度最
高、市场效果最佳的报纸。从
1988年1月1日创刊至今，迄今
30个年头，齐鲁晚报一直深
深扎根于读者、扎根于社会、
扎根于各行各业。随着旅游
休闲业的兴起，我们及时调

整、推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传
播产品，与千千万万的旅游
休闲读者、消费者、企事业合
作伙伴、相关业态，共同成
长。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
即将临近，又到了广大读者
和游客出游的井喷时节，我
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双
节”旅游市场预计将形成供
销两旺的火热局面。为给您

“双节”出行提供一份有价值
的出游指南，同时为展示广
大旅游业界的风采、节假日

期间推出的旅游新品、新玩
法，我们正在策划推出一份
齐鲁晚报创刊30周年暨国庆
中秋“双节”旅游特刊。

为强化传播效果，这次
特刊我们将采取融媒体方式
进行推广，在特刊上刊登的
内容，同时在齐鲁壹点旅游
频道、老乔游记订阅号、齐鲁
晚报微博和微信以及齐鲁晚
报旅游大V联盟范围内进行
二次、三次传播。

特刊出版时间定于9月26
日(周二)，刊载内容包括各类

旅游业态的新闻、攻略、硬
广、软文以及专题策划、图文
综合等，具有较强的“双节”
特色。特刊也是山东及国内
外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展示窗
口。有意合作者请与齐鲁晚
报旅游融媒新闻事业部联
系。咨询采购电话：0531—
85196576 8519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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