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推动研学旅行产业发展

“优势+措施”，为“研学热”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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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九龙

用资源，强设计

讲解老师带领孩子们参观游
览济南府学文庙，讲述文庙的历
史文化和功能性质，介绍文物建
筑的历史特色。同学们集体诵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读
本。随后，大家一同体验了《论语》
选段木雕版画拓印非遗传统技
艺，同学们踊跃参加，动手制作，
并拍照留念。

这是济南府学文庙“经典诵
读之旅”暑期研学活动的一幕。该
活动是济南市文物保护利用中心
推出的2023年暑期研学之旅系列
活动之一，共举行3期，旨在加深
青少年对于经典文化的认识，了
解古建筑的文化魅力。陪同孩子
来参加活动的家长纷纷表示，活
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实践
体验，还能够帮助孩子从小就感
受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
立文化自信。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老建
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
美术馆、科技馆、老字号、非遗传
习机构数不胜数，具有雄厚的研
学游资源优势。济南市文旅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从2017年起，济南
就大力开展研学旅行资源普查，
摸清家底，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大
峰山齐长城等景区率先启动研学
旅行活动。济南组织专家编制了

《读济南 懂中国——— 济南研学
手册》，整理推出汇通济南、泉韵
济南等十大研学板块的研学旅游
资源、十大研学线路产品和十项
研学活动设计。与此同时，大力推
动研学旅行活动，组织成立了济
南旅游联合会研学旅行分会，以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为研学旅行试
点，支持发展研学旅游，指导创建
山东书香研学旅行社，成为山东

省最大的研学旅行服务机构。在
发动景区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同
时，发动工业旅游企业、中医药健
康旅游企业、畜牧旅游企业，红色
旅游点、新华书店、博物馆、文化
馆、府学文庙等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并发动行业单位积极创建山
东省研学旅行示范基地，为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和广阔的舞台。

红色研学也是济南的重要发
力点。近年来，济南市文旅局对济
南市红色资源进行了梳理，在充
分征求区县意见的前提下，整合
革命文物、爱国教育基地、红色故
事等资源，策划推出了“红色经典

泉城风韵”“红色足迹 大河滔
滔”“红色传承 济南强音”等6大
主题9条济南红色线路。整合省会
经济圈各城市优质红色资源，发
布了“红色基因 初心本色”“红
色火种 星火燎原”等6条省会经
济圈红色线路，丰富了红色研学
线路产品。目前，已推出了济南市
30家红色研学基地，打造了18条
红色研学线路，并有9家研学基地
成为山东省红色研学基地。

补短板，促经济

众所周知，研学旅游市场从
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是制约研
学游发展的瓶颈。

8月23日下午，济南市40余名
导游员来到胶济铁路博物馆进行
研学指导师的实地培训。胶济铁
路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
动载体，受到许多中小学生的关
注和喜爱。参训学员在这里深入
了解百年胶济铁路的发展历史，
多维度立体式地感受胶济铁路的
历史背景、沧桑变迁、红色故事和
人文风物等，体验民族精神的时
代内涵。同时，了解该博物馆近年
来不断上新的研学体验项目，切
身感受研学课程执行情况。

随着研学旅行市场需求的不
断增长，研学指导师出现供不应
求的局面。为了提高全市导游的
素质和能力，培养“文旅+教育”
的复合型人才，这个暑期，济南市

导游协会专门开展了研学指导师
系列培训。

济南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有
关负责人表示：“研学旅行作为旅
游与教育相结合的服务活动，有
良好发展前景，必须要有一支业
务技能精湛又具备培训能力的高
素质导游队伍，来支援这项关系
中小学生实践教育的大事。希望
通过培训，导游们不再是单纯讲
解旅游景点文化，而是能转型为
专业研学指导师，引领济南研学
旅行行业向着高质量不断发展壮
大。”

除了强化对从业人员的培训
提升外，济南还探索“非遗+研学”
的路径，让研学游成为弘扬非遗
文化、促进非遗消费的重要手段。

今年暑期，济南市文旅局指
导各区县文旅部门深入挖掘非遗
资源，推进非遗与旅游、教育融
合，开展了2023年济南“泉润非
遗”研学月活动。通过展览、展示、
体验等方式，丰富多彩的非遗研
学活动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生动
有趣的学习体验，营造了浓厚的
非遗传承实践氛围，促进了非遗
活态传承，成为暑期旅游市场升
温的主力军。

莱芜区策划推出了“传统糊
香食用油制作技艺—莱芜锡雕—
亓氏酱香源肉食酱制技艺”“多福
砚制作技艺—莱芜口镇南肠传统

制作技艺—陈家糕点制作技艺”
两条非遗特色研学路线，“点、线、
面”灵活性强、选择性多，很受欢
迎。山东手造济南府非遗研学基
地积极对接旅行社和研学机构，
创新设计旅行线路，构建非遗“体
验+打卡”场景。章丘区白云湖蒲
苇草编制作技艺、葫芦雕刻、章丘
黑陶烧制技艺、章丘锻打铁技术
等项目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吸引
3000余人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全
市100余个非遗项目、300余名非
遗传承人、68家非遗研学基地开
展研学活动，累计参与研学学生
达4万余人次，收入100余万元。

研学游的有序发展，离不开
顶层设计。2022年8月，济南市教
育局、文旅局等10部门印发《济南
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工

作实施方案》，为全市研学旅行工
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济南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尽快开展济南市研学旅行基地、
示范基地的认定工作，促进规范
化建设和运营，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并配套出台政策，对国家、省、
市级研学旅行基地进行资金奖励。
在此基础上，培育市场主体，引导
市内中小学生通过研学活动加深
对济南市情的了解，深度挖掘特色
资源，策划编制特色研学课程，并
拍摄研学专题活动宣传片。

这些措施将有效解决研学旅
游精品线路打造不完善、研学旅
游优质课程缺乏、研学旅游市场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
推动济南的研学旅行产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

记者 郑珂

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
期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投融资
项目洽谈会同期举行。洽谈会由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新旅
界承办，旨在面向全国展现山东
省文旅产业投资潜力和机会，提
高文旅项目供需对接成效，促进
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
视员王春生出席洽谈会并致辞。
他表示，今年以来，山东省提前布

局，紧抓疫情防控转段机遇，立足
全省消费提振年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文旅产业综合带动作用，相继出
台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全省文
旅市场复苏、文旅消费提振。

文旅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基石。
抓好项目建设，既有利于促进经济
增长，更有利于带动就业、惠及民
生。近年来，山东省文旅产业锚定

“走在前、开新局”，以重点项目建设
为引领，在推进项目建设上不断加
力提速，抓项目谋划实施，加大项
目招引力度，提升项目保障水平。

山东省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
扩容，各类市场主体改革创新求
发展，转型升级谋未来，文旅产业
发展动能澎湃。洽谈会上，济南市
长清老城文旅综合项目、山东省
共享AR眼镜智能导览服务项目、
日照市天台山旅游区乡村振兴综
合发展项目、烟台市海上世界片
区文旅项目、淄博市周村古商城
鲁商示范园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完
善项目、东营市海昌河海主题度
假综合体项目、临沂市卧龙源文
旅康养项目、滨州市博兴县麻大
湖旅游配套项目等8个文旅项目

进行了路演推介，总投资660亿
元，资金需求额达280亿元。此次
推介项目全面、集中展示了项目
价值与优势，为省内外文旅资源
高效对接、达成深层次文旅合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洽谈会现场，青岛市红岛
熊出没影视产业示范园项目、淄
博市黄河露营地项目、烟台市爱
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泰安
市潮泉镇全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
项目、威海市嗨美好乳山体育生
活馆项目、临沂市夹谷山冰雪温
泉及冬季运动项目、德州市冰雪

大世界项目等7个文旅项目现场
签约。这些项目的落地，有助于布
局建设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
文旅项目，推进深化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加快山东省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步伐。

洽谈会还设置自由洽谈环
节，投融资双方面对面交流沟通，
进一步激发项目潜力，撬动资源
实现高效对接合作。

来自山东省各市文化和旅游
系统相关负责人、全国重点文旅
企业、金融投资机构代表以及新
闻媒体等百余名嘉宾参会。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洽谈会圆满举行

今年暑期，济南策划推出了“泉润非遗”研学月活动，得到社会
各界点赞。中小学生研学游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培养中小学生集体观念、生活技能、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
创造能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文旅行业的一大热点。济南发展研
学游既有优势，又有措施，两两相加，自然能更好地助力“研学热”。

济济南南府府学学文文庙庙研研学学活活动动。。

研研学学指指导导师师实实景景教教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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