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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九龙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二批国家
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继济南市历下区百
花洲历史文化街区、淄博市周村区古商城
历史文化街区上榜首批名单之后，青岛市
黄岛区金沙滩啤酒城旅游休闲街区和烟台
市芝罘区朝阳街成功晋级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

青岛金沙滩啤酒城旅游休闲街区地处

青岛西海岸新区，位于凤凰岛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内，始建于2015年。街区占地1200
亩，建筑面积10 . 4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
大的啤酒文化主题广场，也是世界最大的
海上啤酒广场，连续8年成功举办了第25届
至32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街区地理位置优
越，东接有“亚洲第一滩”金沙滩，西连唐岛
湾滨海公园，南临黄海，北依滨海大道，通
过胶州湾隧道与青岛市区畅通无阻。

街区业态丰富，集文化展示、餐饮、购

物、休闲娱乐等于一体。近年来，街区按照
“啤酒+文旅+经贸+体育+休闲”的思路，丰
富完善“吃、喝、玩、游、购、娱”经营业态，不
断提升专业管理运营团队水平，街区功能
业态日益丰富、设施配套日趋完善、各类活
动精彩不断。街区持续提升景观绿化，实现
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游览环境整洁卫
生；持续提升文化艺术景观，挖掘啤酒文化
内涵，打造“哈舅”城市文旅IP，大大增强了
街区的文化旅游特色，打造了当地市民和
外来游客喜爱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成为
我省知名的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烟台芝罘区朝阳街始建于清代同治年
间，因开埠先后吸引英、法、美、德等17个国
家在烟台山朝阳街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
自此，洋行、邮局、医院、学校、银号等一条
繁荣的商业街区形成，因位于烟台山南侧
向阳处，由此得名“朝阳街”，是烟台近现代
葡萄酒文化、百年开埠文化、多彩非遗文化
的文化荟萃地，是烟台体量最大、层级最
高、数量最多的历史建筑聚集区。街区内现
存国保建筑47处、省保建筑7处、市保建筑
17处、其他不可移动文物33处。街区占地面
积约60 . 27公顷，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

烟台芝罘区朝阳街是2019年烟台推出
的国际级大型文旅综合体芝罘仙境项目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街区突出“葡萄酒文

化、景区研学、海岸生活”三大主题，大力发
展“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民俗经济”，重
现老烟台开埠历史文化，街区旅游服务设
施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
升，形成了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商贸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文化底蕴深厚、地方特色
鲜明的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据了解，2021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印发
了《关于开展旅游休闲街区有关工作的通
知》，提出各地要加强旅游休闲街区品牌
建设，开展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认定工作，
要加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创建，塑造旅
游休闲城市形象。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代
表本地鲜明的文化主题和地域特色，具备
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旅游公共服务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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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旅游公共设施与信
息服务体系健全，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品牌影响力。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
推出，有力促进旅游休闲产品和服务集
聚，加强鲜明的文化特色展示，促进基础
设施、服务设施完善，美化城市形象助力
城市更新，推动旅游休闲作为城市基本功
能，更充分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旅游休
闲需要。

记者 张九龙

“靖远”舰遗址
水下考古调查完成

2022年度我省共开展了130
余项田野发掘项目，其中遴选出
30项重要项目参与，2022年度山
东省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的汇
报，各项目负责人就工作中的发
掘理念、科研课题、重要成果、价
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充分交流。
整体看来，重要成果层出不穷，从
上万年前的史前遗址到近代的甲
午沉舰，从田野发掘到调查勘探，
项目类型丰富，从陆地到水下全
面开花。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阶段
课题项目、“考古中国”项目扎实
推进，滕州岗上遗址入选2021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省入
选累计达到20次、项目23项。组
织实施的跋山遗址、临淄赵家徐
姚遗址、临淄区南马坊战国大
墓、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等4
个考古发掘项目入选202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2项初
评名单。其中，临淄赵家徐姚遗
址、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两个
项目进入22项终评名单。章丘焦
家遗址、临淄稷下学宫遗址等也
取得重要发现。还组织完成了

“靖远”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及2
项陆地涉水文化遗产调查项目。

各考古机构加大资料整理
研究力度，出版了《海岱考古十
四辑》《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山东段文物保护卷》等十余部考
古报告和专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组织年轻业务骨干在《南方文
物》刊发10篇研究论文。开展线
下、线上学术交流，举办“考古中
国”考古研究项目推进会、山东
省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会

会员会议暨环渤海水下考古论
坛、山东石窟寺考古与保护学术
研讨会等活动，促进省际间考古
机构合作与交流。

同时，考古科研基地和工作
站建设取得新进展。山东省文物
保护科研修复工场启用，省考古
院、水下考古中心、修复中心进
驻，科技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
验室陆续建成使用。北京大学、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
人民政府共建北京大学山东临
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投入
使用，依托基地成功举办了国家
文物局2022年度田野考古实践
培训班。鲁中南文物保护和考古
研究中心建设获省发改委批复
立项，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茌平工
作站、省水下考古中心烟台工作
站挂牌。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

库(山东分库)在淄博市临淄区
建立并挂牌。

山东要创建
世界一流考古机构

过去一年，考古机构队伍不
断壮大。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
护与考古处分设为文物古迹处、
考古处，并为厅直属4个文博单

位增加编制103个，为9个文物重
点市各下沉编制3个，为20个文
物重点县各下沉编制4个，要求
有关市县相应配套增加。各市文
旅局积极争取当地编办支持，烟
台市文旅局率先设立了考古科，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改建为考古
研究院并增加编制，淄博、东营、
烟台、潍坊、济宁、临沂、德州、聊
城、菏泽等市成立了市级考古专
业机构。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
组织部等6部门印发《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领域人才队伍建设若
干措施》。省厅印发《山东省青年
文博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办法(试
行)》，对引进或取得资格的考古
发掘项目负责人一次性给予5万
元奖励。去年我省有6人获得考
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资格。开展世
界一流考古机构创建，山东成为
国家文物局初步确定的10个世
界一流考古机构创建省份之一。

考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度持续彰显。全省16市全部出
台“先考古、后出让”实施意见。
全省文物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抓
紧推进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
度。到去年底，全省16市印发了

“先考古、后出让”制度的实施意
见。国有建设用地区域性文物影
响评估扎实推进。组织考古专业
机构实施淄博市经济开发区、沂
源县经济开发区、济宁市兖州区
颜店新城等3项国有建设用地区
域性文物评估工作。淄博市沂源
县高质量完成经济开发区国有
建设用地区域性文物影响评估
项目，具有很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

在考古成果转化利用方面，
山东组织开展国家、省级考古遗
址公园创建工作，公布19家首批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其
中6家正式挂牌。各考古发掘工地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
动，去年累计举办70多场次。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6家已正式挂牌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山东“上新”了

近日，2022年度山东省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闭幕，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平度市三埠李家遗址、临淄区
南马坊战国大墓、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山东威海“靖远”舰遗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调
查项目入选。记者了解到，2022年，全省考古工作者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主线，奋力拼搏，开拓创新，考古事业发展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靖远”舰遗址考古现场。

青岛金沙滩啤酒城旅游休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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