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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九龙

特色街区聚人气

“五一”假期，以“鲍岛新绿、里院新生”
为主题的老街新貌美好生活节在青岛市大
鲍岛文化休闲街区上演，元气市集、潮流音
乐会、街舞大赛还有经典儿童剧表演精彩纷
呈，引来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该街区接待
客流首破5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成为“五
一”期间游客游览青岛的主要景点之一。

青岛市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是今年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新评定的23
家第二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之一。旅游休
闲街区是指那些具有鲜明的文化主题和地
域特色，具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公共服
务等功能，融合观光、餐饮、娱乐、购物、住
宿、休闲等业态，能够满足游客和本地居民
游览、休闲等需求的城镇内街区，是城市旅
游休闲的重要载体。山东先后认定两批共
32家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并致力于培育国
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力做好街区文章。

城市特色街区对旅游休闲的聚集和带
动作用十分明显。据统计，在多重作用下，
无论是餐馆、商店等商业休闲项目，还是书
店、博物馆等文化场所，都会向城市主城区
和商业中心聚合。以北京为例，50%的餐馆
聚集在中心城区48 . 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80%集中在74 . 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戏剧场、电影
院，更是集中在三环以内的主城核心区。

培育城市旅游休闲的功能已引起有关
部门的重视。近年来，山东省着力整合资源、
完善实施、创新供给、优化服务，全力打造国
际知名旅游休闲度假的目的地。坚持高水平
谋划，编制实施了《山东省精品旅游发展专
项规划》《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
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致力于打造全域
旅游示范省、国际文旅融合的发展新高地，
以及世界一流休闲度假的黄金海岸。与此同
时，山东坚持提升旅游的品质，大力培育民
宿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等一批旅游的
新业态，加快推动由观光旅游向观光游和休
闲度假旅游并重的转变。

消费带动作用明显

城市休闲是以购物、餐饮、娱乐等消费
商业消费为主，无论培育旅游休闲城市还
是培育旅游休闲街区，都有助于带动文旅
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为此，山东坚持激活消费动能，大力实
施山东消费提振联合行动，把文旅消费作
为拉动消费的重要突破口，分两次制定印
发了20条的政策措施，推进全省旅游业加
快复苏。山东还推出“一区一品”特色文旅
消费项目，发布“十大节庆活动”“十大民俗
活动”榜单，推出一批“网红打卡地”。

5月是“中国旅游日”主题月，山东各市
文旅部门精心组织策划近1300场丰富多彩
的文旅活动，推出630余项利民惠民政策措
施，创新旅游服务和产品，满足公众多样
化、个性化旅游需求。根据计划，今年山东
省将不断创新消费场景，重点打造“点亮星
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出夜游、夜
购、夜娱、夜秀等新产品、新业态；策划推出
一批节事活动，举办啤酒节、消夏音乐节
等，让文旅活动精彩不断，为广大游客打造
有魅力、有人气的文旅体验场景。同时，持
续优化旅游环境，加快推进智慧文旅建设，
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净化市场环境，不断擦
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金字招牌。

文化塑造个性

在世界级旅游城市、国家旅游休闲城
市建设的过程中，强调高等级景区、度假区
的建设和酒店、民宿、免税店、旅游演艺等
增量投资，通过政府力量的强力推进，打造
千亿级的旅游产业，往往成为很多地方的
宏伟蓝图。事实上，在旅游业经济体系中，
城市从来就是兼具客源地和目的地多重角
色的。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
业环境，一直都是旅游城市的高贵资源，成
为吸引游客的要素。因此，这一块也值得更
多投入和扶持。

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看来，城
市旅游休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旅游休闲城市则是游客认同之间积
淀的结果。金碑银碑不如游客的口碑，不同
体量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实行旅游休闲战
略的进程中既不能够刻舟求剑，也不能拔
苗助长，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以游
客满意度为导向，充分发挥投资机构和市
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坚持以文塑旅，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从城市旅游休闲发展的核心关键要素
和动力来看，“文化”“技术”和“可持续”是最
重要的。相较于自然美景，绚丽多彩的文化
是城市的看点，它让城市旅游保持持久的活
力。无论城市本身的文化底蕴如何，光有自
然美景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滨海休闲独具
优势的地方，也会通过提供文化产品和体验
增加城市的文化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的
文化消费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超过九成的
受访者表示会在旅游中进行文化消费，游客
最喜欢的前五项文化体验是看剧观展、文艺
小资地打卡、文化场馆参观、演艺/节事和民
俗体验。这些数据为今后的城市旅游休闲提
升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城市指南类的传媒和文化业
态，需要更多兼具个性和品质的咖啡馆、手
工坊、美甲店，需要更多让年轻人可以围炉
煮茶，享受到‘小确幸’的快乐。城市管理者
要鼓励和激发本地年轻人主导的创业创
新，为城市更新涵养内在的活力和时尚的
气息。”戴斌建议。

记者 王昕珂

薪火相传，文明永续。5月30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策划推出的“多彩非遗·童心
启梦”幼儿园里学非遗系列活动首场将在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中心幼儿园举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国独特的手
工技艺和民族艺术，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
是传统历史文化最鲜活的表现形式，是各
民族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近
年来，各地积极响应教育部支持引导“学非
遗、用非遗、秀非遗”在校园生根发芽的号
召，陆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
课堂”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为进一步了解推动优秀传统文化遗
产资源的教育转化，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策划推出“多彩非遗·童心启梦”幼儿园
里学非遗系列活动，以非遗课程赓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利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把丰富多彩的非遗项
目引进课堂、融入生活，充分展示中华传
统非遗文化的精湛技艺和独特魅力。活
动还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借助和依托非
遗资源，推进常态化开展，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促
进非遗保护传承的新格局。

活动中，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邀请非
遗传承人走进幼儿园，进行鼓子秧歌、点

茶、面塑、剪纸等非遗项目的授课和演示：
孩子们可以在铿锵淳朴、气势恢弘的锣鼓
中感受鼓子秧歌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地
方风格；在悠悠茶香、清新淡雅中品茗宋韵
文化；可以通过捏、搓、揉、团诞生一个个栩
栩如生的面塑作品；也可以通过绘制图案、
巧心剪裁对剪纸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融入教育，构
筑起学校、社会、媒体等多元协作，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还将在各园广泛开展非遗教
学成果展示，并把幼儿、老师、家长手工非
遗作品、活动感想等进行线上图文、视频展
演，让非遗文化在推广传承中“活”起来。

本次活动首场将走进济南市历下区甸

柳中心幼儿园，于5月30日上午8:45启动，
用户可用手机下载齐鲁壹点App，通过教
育、文旅频道进入直播链接在线观看，也可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旅游休闲城市：让游客看遍“人间烟火”

感受非遗传承魅力

“幼儿园里学非遗”系列活动明日启幕

提起旅游休闲，人们脑海里往往首先会想到诗意田园。其实在现实中，城市是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也是重要的旅游目的的
地，更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工作重心。每到假期，许多知名城市都成为各方游客汇聚的地方方。培育
旅游休闲街区，打造旅游休闲城市，让游客看遍“人间烟火”，正成为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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