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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造“组团”，未来可期

记者 张九龙

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会场，
汇集了国际、国内手造精品，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故宫博物院、国家
博物馆、依文·中国手工坊等一批
国内知名手造品牌参展，浙江、广
东、陕西等省市的一批手造品牌
企业也都精彩亮相。此外，山东国
际会展中心会场还重点推出“好
品山东·伴手礼”专区，汇集新文
房四宝及全省多项文创设计大赛
最具代表性的创意手礼，展示

“好品山东”文化内涵。
在济南泉城路附近的山东

手造展示体验中心，这座集销
售、研发、会展、孵化、研学为一
体的“社交型”手造产业园刚一
亮相，就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和关
注。“手造精品”“齐鲁手造”“手
造会展”“手造研学”，山东手造
展示体验中心聚合了纷繁悦目
的体验场景，手造薪火相传的赓
续发展和生生不息的文化魅力
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手造，源自非遗、传统手工
艺。对于很多山东人来说，非遗、
传统手工艺，不仅仅是一门古老
的手艺，更是在齐鲁大地上传承
千年的生活美学，是代表山东文

化形象响当当的招牌。名扬海内
外的鲁菜彰显了“文质相含”“以
物比德”的儒家造物观；临沭柳
编、胶东纸笸箩蕴含了“节用为
本”“致用利人”的朴素造物思
想；博山琉璃、莱芜锡雕体现了

“尊礼造物”“制器尚意”的造物
理念；曲阜楷木雕、东昌葫芦画
则呈现了“象法天地”“道器合
一”的造物哲理……

手造更是许多山东人安身
立命、发家致富的本领。据统计，
当前山东共有各类传统工艺类
企业和经营业户119万个，直接
从业人员350余万人。潍坊风筝、
博山琉璃、临沭柳编、德州黑陶
等已成为誉满海内外的“山东手
造”名片，泰山桃木雕刻工艺品、
铜金蟾铜器、黄铜工艺品、持棠
无火香薰、香氛蜡烛等产品作为

“山东手造”的优秀代表入选第
一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

由此可见，深耕人文沃土，
推动文化“两创”，既是始终扛在
肩上的责任担当，也是满足人们
美好生活需求、推动产业振兴的
必然选择。今年3月初，山东正式
启动“山东手造”推进工程，提出
发挥山东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
依托非遗或传统工艺，通过创意

新造，探索文化活态传承新模
式，打造“山东手造”传统手工艺
区域公用品牌，培育手造产业，
推动全省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
发展。而本次展会，既是对前期
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
对未来发展的一次全力推动。

文化，因交流而精彩，因互
鉴而丰富。第三届中国国际文化
旅游博览会、首届中华传统工艺
大会让“山东手造”站在“C位”，
让世人重新审视山东作为文化
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的实力和活
力。更为难得的是，展会突出沿
黄、沿运河区域交流合作，围绕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及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设置了沿黄手造、
运河手造展区，集中展示沿黄省
区、大运河沿线省市优秀手造品
牌及产品，推动区域文化交流，
深化产业对接合作。此外，俄罗
斯、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企
业或驻华代表也来到泉城，展示
各国特色手工艺品、文创产品及
知名文化IP，推动手造“走出去”
与“引进来”，符合文化发展和传
播规律。

一辈辈、一代代手造工匠艺
人在学艺、创作、创业、守业、传
业过程中，展现了脚踏实地、坚
韧不拔的匠人风骨，演绎了敢想
敢拼、勇于创新的匠人精神，更
内生出创新创意、与时俱进的
产业基因。从展会情况看，手造
有看点、有热点、有潜力，全力
以赴推进“山东手造”发展，是
文化大省的责任担当，未来可
期。

记者 李睿

从夏天火到秋天

环海路辅线上，柳树湾北岸，
一只“大猫”静静地卧在海里，背
部葱绿，两只“耳朵”尖尖竖起。猫
头山，是当下威海最火的景点之
一。虽然是周一中午，但“猫在这
儿”观景平台附近依然堵车。“本
想旺季过了来体验，没想到人还
是这么多。”来自河北的杨先生表
示，自己是自驾游的老玩家，这次
旅行，他和朋友带上宠物，专程来
感受山海间的“诗和远方”。

“猫在这儿”观景台是一个不
足百平米的打卡点，这条长达
1001公里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
路上，还藏着更多惊喜。

威海三面环海，山海相依、岛
湾互映，基本囊括了国家公布的
74种旅游资源，但旅游资源相对
分散，如何化零为整成了下好旅
游这盘棋的关键。2021年5月，千
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正式投运，
这条公路沿线分布着15个国家级
海洋牧场、49家A级旅游景区、66
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8个非遗旅
游体验基地和22处文化主题驿
站，串联起威海全市90%以上的
核心文旅资源，在接纳自驾游红
利的同时，也将整座城市变成一
个没有边界的大景区。

仅1年多，这条公路便打响了
品牌，打出了名堂。统计数据显

示，2022年7月至8月，威海全市约
接待游客1777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217 . 41亿元。

“我们共有45间客房，暑期几
乎全是满房状态，提前一个月就
订满了，经营情况比2019年翻了
一番。”孙家疃·哈雷驿站是千里
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首批主题驿
站之一，负责人贾春林今年58岁，
是一位有着36年“骑龄”的哈雷骑
士，经营着一家哈雷重机俱乐部。
驿站去年成立后，便吸引诸多摩
旅自驾爱好者的青睐。“不仅国内
爱好者前来骑行，我们在世界各
地的车友都想一睹这条公路的风
采。”7月以来，哈雷驿站接待了40
多个哈雷车队，“房车一族”“越野

一族”也争相来到千里山海自驾
公路上驰骋。“除了自由骑行，客
人们还能深度体验到威海的美
景，现在我们的房间已经预定到
十一之后。”

全时、全域、全龄

“立足打造国际滨海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发展目标，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对全域旅
游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打造覆
盖全域、全时、全龄的‘目的地’旅
游产品体系。”威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许宏妮表示，威海的旅游
资源相对分散，以往，游客以“一
日游”和“过路游”为主，现在，千

里山海自驾公路吸引越来越多的
游客留在威海，体验“深度游”。

许宏妮介绍，围绕自驾路，威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打造了以“春
游·初见”“夏游·热恋”“秋游·重
逢”“冬游·表白”为主题策划的

“爱在威海”四季文旅品牌产品。
“整合每个季节的优质旅游资源，
我们策划多条各具特色的路线。
比如秋天采摘、泡温泉，冬天赏
雪、看天鹅，打破了滨海城市淡旺
季差异明显的情况，不管是年轻
人、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找到适
合的旅行线路和打卡点。”

威海的海纯粹迷人，声名远
扬，亲海游一直备受游客青睐；威
海的山含蓄内敛，山景游相对冷

清。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火起
来之后，带动了山景资源以及其
他业态的发展。“在千里山海自驾
旅游公路品牌的带动下，我们去
年接待游客238万余人次，较2020
年增长了36%。”威海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逄万
涛告诉记者。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的成功在
业内引发关注。“不管是项目本
身还是口碑效应，都产生了不俗
的影响力。”在山东省自驾车旅
游协会会长谢英民看来，千里山
海自驾旅游公路在观念、模式、
产品、运营等方面都进行了颠覆
式的创新。“它既激活了威海原
有的旅游资源，又催生了新的业
态，比如自驾游、民宿、露营、后备
箱经济等。”

“下一步，威海市将在年内开
放自驾主题驿站22处、观景平台
56处，建设特色创意路段12处，完
成标线施划，标识设置线路500公
里，为来威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
旅游体验。”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毕耀文表示，威海市还将
出台《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
路驿站建设与服务规范》标准，提
升游客体验感和品牌美誉度。此
外，围绕四季文旅品牌产品，千里
山海自驾路还将重点推出“金秋
重逢”“冬游表白”等系列产品，继
续推出“慢直播”等云端和网端营
销模式，加大主流媒体和新媒体
的宣传力度，以多彩的活动促进
精准营销，以文旅融合促进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旅游公路”到公路旅游

千里海岸线绘就文旅新图景
在猫头山看霞光尽染的海上日出，乘船环游海驴岛感受梦境般的“鸥鹭王国”，漫步那香海

打卡极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建筑，在“小镰仓”火炬八街的街角与天蓝海清同框……2022年夏天，
一条自驾公路让威海这座低调而精致的海滨城市走红。天南地北的游客来到“千里山海自驾旅
游公路”上，沿途打卡各具特色的驿站、景区，与山海深度相拥。

9月15日，第三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首届中华传统工艺大会在济南开幕。做工精美的
传统手工艺品、历史悠久的非遗文化、独具匠心的手造产品、富有异域风情的全球好物、创意十足
的文创伴手礼、活力澎湃的数字文化产品、高端智能的文旅装备等，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如果评选本届展会的“热词”，那么“手造”一定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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