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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年年古古城城，，一一城城风风景景

““城城景景合合一一””，，打打造造全全域域旅旅游游新新青青州州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焜 刘昊

累计3000万人次光顾
“顶流”景区坚持不收门票

7月19日中午12点左右，青
州古城老槐树煎包店门口的小方
桌前，从福建南平回到故乡的孙
启辉和几位儿时玩伴坐在马扎
上，品着牛肉煎包和咸豆腐脑的
美味，谈论着儿时趣事。

“我在福建生活了几十年，退
休后就一直想着回淄博老家看一
看。”孙启辉说，以前在福建时就
总听山东老乡说起青州古城，神
往已久。近日到淄博老家住了几
天后，他和几位儿时玩伴一起来
到青州。在古城里转了一上午，孙
启辉和朋友们都觉得不虚此行。

正在不远处忙活的煎包店店
员马师傅也笑言，40年来她每天
都见证着青州古城的变化。“青州
古城保护修复开始后，煎包店附
近大变样，店里生意越来越好。”
马师傅说，近些年来，青州古城吸
引了大量外地游客，这也让煎包
店销售量增加了一倍，“五一”“十
一”假期期间，更是无法计量。

2000多年前的汉初设立青州
刺史部，拉开了1000多年青州作
为山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的序幕。青州历为州、郡、路、府所
在地，直到明初山东首府迁至济
南，悠久历史为青州留下瑰丽丰
富的文化遗存。2010年9月，青州
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青州古城保
护修复建设工程，再续古城文脉。
2013年底，青州市正式启动“古城
游”，到了2015年，仅“十一”假期
就接待游客80 . 3万人次。

“目前，青州古城已经累计接
待游客超过了3000万人次。”青
州古城管理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2019年年接待游客最
高峰时超过了800万人次。

作为青州旅游景区的“顶
流”，这座5A级景区至今没有收
取过门票。此外，2020年疫情期
间，为了保障古城内商户的正常
经营，管理部门还减免租用公房
的商户们共计7个半月租金。

“青州古城是青州市全域旅
游发展的核心，其社会效益要远
远大于经济效益。”青州古城管理
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刘元德
说，自青州市委、市政府启动青州
古城保护修复建设工程以来，古
城恢复一片、开放一片，年年都有
变化，不断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

青州古城对青州全域旅游的
带动作用，从统计数据上也可见

一斑。文旅部门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青州市接待游客人次数量一
直与古城客流量同比增长，在古
城客流量最高 800多万人次的
2019年，青州市的客流量也达到
了千万人次。

游客们为青州古城而来，却
发现青州之美，不仅仅只在青州
古城。伴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云
门山、驼山、黄花溪、九龙峪、胡林
古……青州市还有太多太多的地
方，跟青州古城一样，每一次来都
会有更多惊喜。

全市15个A级景区
古城“半小时圈”就有11个

济南的李友良第三次来到青
州市偶园街。“2019年我第一次来
这里，就被古街和糕点深深吸引
了。”李友良说，青州那么多景点，
以后还要多来几次。和李友良同
行的韩春生说，她得知青州的特
色景区非常多，还有夜游项目，

“只可惜这一次时间来不及了”。
2019年9月25日，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正式公布首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名单，青州市入选。而
今，青州市已经有15个A级景区，
其中5A级1个、4A级3个、3A级8
个，有60多个村在不同程度上开
发了乡村旅游产品。而且这些景
点，正在被一条条道路连接起来。

截止到2020年底，青州市的
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938 . 1公
里，其中2条高速公路56 . 8公里，
4 条国道 8 3 . 8 公里，4 条省道
123 . 8公里，农村公路2673 . 649
公里。

在市区，2018年以来，青州
市先后投资1 . 2亿元，完成衡王
府路、益王府路、云门山路等30
余条道路基础设施提升和泰华城
路口、新汽车站路口等24个重要
交通口改造；2019年以来，总投
资约3亿元，完成新建、改造城市
道路11条；2021年，青州组织实施
潍坊理工学院地下通道、桃源府
路、昭德北路北延、坡子路等道路
新建、改造项目。在镇村，2018-
2020年间，青州共完成路网提档
升级工程241 . 8公里，自然村通
达工程44 . 9公里，路面状况改善
工程养护大中修553 . 8公里，危
桥改造8座。

青州市旅游发展和景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张建玉说，如今从
古城出发，半个小时内即可达到
11个A级景区，其他景区也都在1
小时车程内。

据介绍，充分利用便利的交
通资源，青州市还对云驼风景区、
南阳河景区、弥河景区、尧王湖片

区、九龙峪景区、森林公园景区配
套建设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畅通
联系城市—城郊—景区的微循
环，绿道建设总长度约428公里。
同时，在城市绿道系统上设置了
公共自行车、助力自行车站点，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青州市城市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道路把青州各地的旅游资源
进一步联系到了一起，游客们来
得方便，游得也方便，整个青州市
正逐步成为一个“超级景区”。

高规格大会推进全域旅游
“全域”观念渗透各行各业

7月20日，在青州云门山省
级文化旅游度假区，青州市文化
旅游局副局长付伟再次了解了青
州不夜城项目进展情况。作为这
个项目的包靠服务专员，帮助项
目尽快建成开放，是他的重要工
作。

负责该项目建设运营的青州
不夜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其背后是北京华宇泰富投资有限
公司，该公司擅长将商业、建筑、
文化、艺术、历史等各元素有机融
合。“不夜城项目施工进展顺利，
我们争取在8月份完工。”北京华
宇泰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兼CEO、青州不夜城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章权说。

一期就投资3个亿，青州云门
山省级文化旅游度假区不夜城项
目建设后，将融合青州当地的旅
游特色、风土人情、美食美景，推
出诸多实景演艺、行为艺术等有
很强参与性、互动性的夜间旅游
项目，打造“爆品IP”，吸引更多的
游客来到青州、了解青州、留在青
州。

据知情人士介绍，青州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磊今年5月赶
赴北京和西安，不仅仅敲定了不
夜城项目的落地，还在旅游大数

据共享、不夜城资源各景区共享
等方面确定了更多内容。青州市
委市政府在全域旅游发展布局
上，可谓用心良苦。

“旅游立市”的青州，早已将
全域旅游的观念，渗透到每个政
府部门单位的工作当中。“我们青
州的每个部门单位在做规划时，
都要把全域旅游考虑在内，要为
旅游发展预留空间。”张建玉说。

2020年1月，青州召开全域旅
游发展会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这次会议在青州绝对是“最高规
格”，潍坊、青州不少重要领导出
席了会议。“关于全域旅游的会议
都特别务实。”张建玉说，会议中
大多都邀请景区、乡村旅游、民宿
等文旅各行各业的代表交流发
言，最后安排重点工作，一句虚话
套话都没有。

在全域旅游发展会议上，青
州市委书记韩幸福要求，要大力
气打造全域旅游2 . 0版。最大限
度放大“青州文化”效应，推进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转变融合
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推进“旅游
+”向“+旅游”全面升级，引导工
业、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
各行业、各领域主动渗透融入旅
游元素。要着眼推动旅游管理智
慧化、服务精准化、体验便捷化，
提高“人性化、精细化”服务水平，
提升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体验
性。

韩幸福指出，高质量娱乐项
目缺乏是过夜游客数量增长的重
要制约因素，要求借鉴西安等地
经验，丰富古城业态和文化内涵，
根据青州实际尽快实现“一台大
戏”的突破。要加快建设设施齐
全、功能完善的高星级饭店、旅游
饭店，培育特色鲜明、体验性、参
与性强的主题饭店、精品民宿、商
务酒店、乡村客栈。

更多顶层设计，正在被一一
落实。

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采访前，张建玉刚刚接待了
两位咨询民宿项目落地事宜的青
州市民。“他们是受北京一家公司
委托，来咨询民宿项目扶持政策
的。”张建玉说，两位青州市民告
诉他，北京这家公司想在山东落
地一民宿项目，已经在各地考察
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觉得在青
州落地最合适。

民宿经济已成为青州全域旅
游发展的一个焦点。到今年6月
底，有87家精品民宿出现在青州
的山野间、古城内。仅在“五一”前
夕，就有30多家民宿开门迎客。

云门东艺术民宿就是这30多
家民宿中的一家，这里也是青州
民宿协会的会长单位。“酒店是在
美术馆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主打
书画、花卉艺术与民宿的融合。”
青州民宿协会副会长、云门东艺
术民宿经理张强说，酒店投资人
耿雷经营着书画生意，他将不少
珍藏的名家书画作品在民宿里展
陈，让游客们住进民宿就像住进
了美术馆，“游客们看中了哪幅
画，也可以直接购买。”

青州是书画之乡、花卉之城，
而青州民宿的主题，也大多主打
书画艺术、生态环境内容，这让民
宿更具地方特色，也更加像梦想
中的家那样舒适、安逸。

据介绍，青州民宿星级评定
标准的初稿已经形成，在经营场
地、接待设施、安全管理、卫生环
保、服务要求、艺术特色等方面都
制定了相关评星标准。

张强说，很多投资民宿的经
营业主在投资前也观察了很久，
大家发现，青州的道路越修越好，
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
善，就连景区里面的游乐设施，也
在为适应游客需求不断更新换
代，有着强劲的发展动力，这也让
更多的经营业主愿意为全域旅游
发展加油助力。

“不少民宿还与景点合作，入
住民宿免门票，多种合作形式加
速了旅游资源的融合，进一步促
进了全域旅游的发展。”张建玉
说，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投
资来到了青州，都是看好了青州
的发展前景。

采访中，不少青州旅游业的
经营者们都提到了“共建共享”这
个关键词。青州全域旅游发展至
今，业已成为政府、经营业主、乃
至市民共建共享的行业，大家共
同参与、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共
同收获全域旅游发展带来的“红
利”。

葛延伸阅读

全域旅游共建共享

更多投资主动进入

凌晨5点多，5A级景区青州古城内的老槐树煎包店，在店里工作了40年的马师傅一如往常早早开门，迎接当天第一批客人。
伴随着青州全域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青州古城，只为一睹古城的千年风韵。“东方古州州”“三

齐重镇”“海岱都会”，徜徉古城内外，有心的游客会发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舒适的城城市服务，让拥有
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处处皆景，作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青州正成为“文旅融合、城景合一、主客分享”的旅游新新城。

青州古城俯瞰。

沉淀了历史文化的古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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