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展示特色文化

为文旅产业发展持续赋能

2017年2月，青州古城成功晋级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成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中标志性大事件。
在古城规划和5A创建中，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的支
撑作用。构建符合发展需要的机构体制，高标准做
好历史文化的保护修复工作。根据省委编办《关于
设立青州古城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及潍坊市编委

《关于设立青州古城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成立
了青州古城管理委员会。

经过挖掘整理，青州古城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呈现在世人面前。一是科举文化，青州历史上共诞
生了800名进士，其中7名状元。古城内的贡院作为
当年科举取士的场所，至今存世部分主体建筑，是
古城文旅融合发展宝贵的资源。二是建筑文化。古
城内的建筑多为明清风格，青砖灰瓦，装饰构件等
兼具年代与地方特征，尤其是元代的真教寺国内罕
见。两处教堂则直观地展示了西方建筑之美，可以
说，青州古城是一座中西建筑“活的博物馆”。三是
名人文化积淀深厚。青州古城名人众多，李清照、范
仲淹、富弼、欧阳修、邢玠、王曾、赵秉忠……均与青
州发生这样那样的密切关系，显示古城文化的厚
重。四是民俗文化。在很多旅游专家、达人看来，青
州古城区别于国内其他古城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有
大量“土著”居民存在，将很多生活习俗及场景原汁
原味地保存传承下来。民俗文化的活态存在，使青
州古城充满人间烟火气息。五是军事文化。青州古
城内有三品武官的军事衙署——— 参将署。清雍正年
间修建的驻防旗城，至今尚有遗存。另外，像园林文

化。偶园作为明朝衡王府的东花
园，迄今已历500多年，园内假山
奇石、名花异木罕见，称之为“江
北名园”名副其实。此外，饮食文
化、家族文化、书画文化……共同
成为青州古城独具魅力的文化底
色。

以上述丰富的文化为依托，
近年来，古城管委会等方面采取
多种方式进行传承展示，先后恢
复阜财门、奎星楼、顺河楼、三官
庙、表海楼、参将署、铎楼庙等标
志性建筑，打造欧阳修纪念馆、李
成纪念馆、北海世家——— 冯氏纪
念馆，以及青州民俗馆、奇幻侏罗
纪体验馆和党性教育基地———

“背后的故事”生态……旅游展馆

等主题展馆，还常态化演出青州府花边大套、山东
快书、纺线、草编、青州花键、青州挫琴、满族八角
鼓、抖空竹等非遗项目。

打出“过大年”品牌

擦亮节庆演出，激活古城百业

推进青州古城文旅融合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
青州地域风俗和传统文化。古城管委会的统筹组
织，根据场所特点，打造一批室外、室内实景、场景
演出，让青州古城好玩、聚气、吸引力增强。

其中，在民俗馆广场打造“云门春水上大舞
台”；在三官庙、偶园等重要历史建筑及集散地，组
织知府巡城、威风锣鼓、衡王嫁女等情景剧表演；在
古城主要街巷、特色店铺以及重要节点，组织丰富
多彩的文化展演；在餐馆、茶馆等游客休闲娱乐场
所，增设演艺表演等体验项目，持续提升古城旅游
吸引力和参与度。

每当传统节日到来之际，到青州古城游玩准没
错！古城发展中，恢复青州本地一些传统活动，如秧
歌、锣鼓、龙灯、花棍等，均为现代人喜闻乐见的项
目，它们的推出增强古城吸引力。古城还提早谋划，
制定“旅游月历”，重点组织实施好“青州古城过大
年”等一批重点节事活动，这些创意百出的旅游事
件营销，无不引发各方面的关注，持续增强古城影
响力和美誉度。

成功创建5A景区后，青州古城宣传营销工作
进一步深化。积极融入全省旅游大营销，加入山东
省旅游行业协会景区分会，并成为副会长单位，加
入了中国旅游景区协会。承办山东旅游市场营销大
会并积极参与各种宣传推介会，抓住一切机会营销
古城。在媒体推广方面，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
结合，不断加大宣传力度。青州古城代表青州市参
加央视首届社区春晚；2018年“十一”、2019年春节、
2019年“五一”、2019年“十一”连续与媒体共同打造
特别节目，直播古城节假日情况活动。成功举办
2018、2019青州古城过大年活动，以及清明、五一、
端午、十一等节假日系列文化展演活动，使古城对
旅游市场的扯动效应日益明显。出现了店店人旺，
街街财旺，文旅产业“一业兴”，城市各行各业“百业
旺”的喜人景象。

2019年，青州古城共接待各地游客813余万人
次，其中接待研学团队400余批次，18000余人次。根
据山东省旅游产业大数据应用联合实验室发布

《2018国庆旅游大数据报告》，青州古城荣登人气景
区排行榜第四名，成为热度最高的古城类景点之
一，跻身高品质景区行列。青州古城先后被各级单
位评选为：山东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山

东省中华文化传承基地、2018年度山东旅游景区优
质服务单位、2018年度山东旅游景区研学示范单
位、山东省旅游休闲购物街区以及各市级荣誉称
号。尤其是“2019中国文旅融合示范景区”荣誉称号
的获得，成为古城走向景区高质量发展标志。

夜游青州古城最美

来山东别怪我没告诉你

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是青州古城实现文旅融合
的又一重要路径。2020年上半年，面对疫情防控进
入新常态，青州古城管委会坚持示范带动，从政策
扶持、市场化运作、环境营造、规范管理和提升服务
等方面入手，尽快适应新的变化形势，倾力实施夜
间经济发展政策。按照示范带动的总体思路，着重
打造“三大特色街区”。

这三条街区分别是：第一条，打造东华门南巷
网红时尚街区。抓住青州古城作为山东省首批步行
街改造提升试点机遇，重点打造“时尚+”灯光秀、夜
间驻唱、汉服秀等展示模式，在原有业态基础上，进
行业态景观重塑，形成潮流美食街及网红打卡地，

“知心”的为年轻一代打造有型有趣、时尚前沿打卡
地。在东华门南巷网红时尚街区，建成160米长山水
景观带、1280平方米省内最大的灯光天幕等景观设
施，为游客提供免费雅座200余个。

第二条，打造民俗馆广场古风与演艺区。依托
古城历史文化资源，运用“街区+”演艺、非遗、民俗、
旅游等夜生活模式，通过营造明代文化氛围、穿戴
明代服饰、街头演艺、古代娱乐项目、卡通动漫、历
史剧目专场等，打造以特色文创、民俗文化、传统文
化、餐饮休闲和演艺售卖为主的综合性历史文化特
色街区。

第三条，打造高家亭巷花卉与吉祥文化背景下
的餐饮街区。围绕青州花卉文化与龙凤呈祥等传统
文化，设计景观小品，实施亮化工程，使餐饮文化与
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成为独具一格的特色街区。

以上“三大特色街区”均实行市场化运作，吸引
社会资本投入650多万元，古城夜间经济形成了政
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局面，发挥了极大引领和示范
作用。一跃成为好客山东县域旅游目的地中最具诱
惑力和感召力的夜游品牌，是体验齐鲁大地“古邑”
之风最佳选项。

在呈现“最美”古城背后，是管理服务的强化。
为此青州市建立古城保护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召集
联席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提升原住民居住质量和
商户的经营条件，使各方都从“古城游”大发展中受
益。

(乔显佳 刘明昌)

2019中国文旅融合示范景区青州古城———

做“活”文化，千年古城人财两旺

青州古城聚焦打造“食、游、
购、娱、体、展、演、宿”多元夜间
消费市场，坚持文旅深度融合，
以下七种(类)业态注意了，到青
州古城发展，“钱”景看好。

一是民宿类。古城内现已有木青茗苑、后晌、舍
予、马家胡同等民宿品牌品质，共21处，床位353张，下
步进入提量升级；二是茶室、酒吧、音乐吧等聚客能
力强的新型业态，主要为满足游客多样需求。现有的
如憩园茶舍、等一个人酒吧、蓦然酒吧等；三是全国

各地的风味美食；四是精品文创产品开发机构；五
是围绕青州特产名吃，诸如糕点、烧饼、麻花、煊
饼、牛羊肉等，推出一批青州特产名品示范店；六
是夜游古城景点项目；七是依托大明遗韵演艺区，
重点策划组织打造一批具有青州古城文化特色的
经典情景剧，以丰富古城夜间文化演艺活动，更好
展示古城历史文化。

(乔显佳 刘明昌)

文旅融合，青州古城欢迎七种(类)业态

青州是著名
的古九州之一。
以下数字足以说
明青州有多牛：
有5000年文明史、
2000余年建城史，
自 西 汉 初 年 至
今，先后有6座古
城文明接续。在
明洪武九年以前
的1000多年，一直
是 山 东 地 区 政
经、军事、文化中
心，上推1600年，
慕容德在此建立
南燕国，定都“广
固城”，青州也成
为省内唯一的皇
朝都城。

历史文化是
青 州 古 城 的 符
号，也是灵魂。用
好这一优势，青
州打造成为业界
瞩目的文旅融合
精 品 旅 游 目 的
地。

孔雀双开。张学国 摄

《张灯结彩》 米宏伟 摄

开城仪式。张中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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