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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看不尽的风景 享不尽的美食 说不尽的故事

“研”途绽芳华，文韵旅情绘就经济新画卷

线路一：历史溯
源——— 寻脉济阳研学之
旅(四季皆宜体验)

济阳博物馆—济水
春秋博物馆—济阳三官
庙汉墓博物馆—济水韶
音博物馆

历史溯源之旅，寻
脉济阳，感受丰厚人文
底蕴。走进济阳博物馆，
借“智能导游”，倾听千
年玉兔的动人故事；踏
入济水春秋博物馆，览
皇帝真迹，研习济阳地
域历史沿革；置身三官
庙汉墓博物馆，看央视
专题记录，感受泱泱大
汉雄风；漫步济水韶音
博物馆，观韶台，闻韶
乐，拜谒至圣先师。

线路二：匠心独
运——— 手造魅力研学之
旅(四季皆宜体验)

山东手造济北展示
体验中心—山东旺旺食
品研学基地—济阳黑陶
研学基地

匠心独运之旅，体验
精湛手工技艺。在山东手
造济北展示体验中心，可
遍览文化“两创”精品，领
略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
计的完美融合；在山东旺
旺食品研学基地，可观赏
有味道的文创周边，将有
故事的各式“旺仔”带回
家；在济阳黑陶研学基地，可
让千年黄河淤泥在指尖尽情
流转、慢慢绽放。

线路三：科技畅想———
趣探工业研学之旅(四季皆
宜体验)

山东金晔食品研学基
地—山东旺旺食品研学基
地—济南泉麦酒业研学基地

食品畅享之旅，趣探工
业，解锁最新生产科技。走进
金晔食品，在无尘车间见证
山楂的蜕变历程，于食品展
厅品尝酸酸甜甜好味道；深
入旺旺工厂，重温儿时经典
的“旺仔”语录，揭开“旺旺大
礼包”科技变身的面纱；打卡
泉麦精酿啤酒，近距离感受
啤酒发酵的神奇，全身心体
会一饮而尽的畅快淋漓。

线路四：品新尝鲜———
智慧农耕研学之旅(四季皆
宜体验)

吴寨村劳动教
育实践活动基地—
长田实践教育基
地—柳家红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

品新尝鲜之
旅，寄情农耕，追寻
乡村缩影记忆。在
吴寨村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基地，可参与
水培种植，体验科技
加持的现代农业；在
长田实践教育基地，
可沉浸黄河农耕，尽
享“稻花香里说丰
年”的田园意境；在
柳家红基地，可追忆
舌尖上的味道，感受
乡村振兴美景。

线路五：信仰
永续——— 红色精神
研学之旅 (四季皆
宜体验)

济阳第一党支
部红色教育基地—
济阳博物馆—吴寨
村劳动教育实践活
动基地

信仰赓续之
旅，继承先辈红色基
因。参观济阳第一党
支部，聆听“星星之
火”燎原的故事；深
入济阳博物馆，近距
离感受抗日铡刀的
锋利，缅怀先烈的英

雄事迹；走进吴寨村，情景再
现红军长征路，感悟革命精
神的伟大与不朽。

线路六：大河安澜———
黄河文化研学之旅(最佳体
验时段：5—10月)

黄河健身公园—葛店
险工—济阳稼禾香黄河水
稻研学基地—仁风鼓子秧
歌研学基地

大河安澜之旅，纵览九
曲，濡染百里黄河风韵。从
济水健身公园出发，纵览3
万顷绿荫绵延悠长，身临

“九曲黄河万顷绿”的独特
景观；驻足葛店险工坝头，
体会“曲坝观涛”新八景与

“柳岸行吟”老八景的历史
传承；走进稼禾香黄河水稻
研学基地，看朝阳与白鹭齐
飞，体验稻田摸鱼捉蟹的乐
趣；深入鼓子秧歌之乡，感
受“东方芭蕾”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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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六大精品研学旅游路线
叫响“品味四季 乐享济阳”品牌

12月18日，“品味四季 乐享济
阳”济阳区2025精品研学旅游推介
活动在济南市济阳区举办。推介会
上，济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春兰隆重推介历史溯源、匠
心独运、科技畅想、品新尝鲜、信仰
永续、大河安澜六大精品研学旅游
路线，以及12家精品研学旅游基地。

走进济水春秋博物馆，感受岁
月长河中沉淀的文化瑰宝；前往山
东旺旺食品研学基地，探寻食品工
业中的匠心工艺；在济阳黑陶研学
基地，亲身体验黑陶制作的奇妙过
程，传承非遗文化……细看六大精
品研学路线，每一个项目不仅是汇
聚起知识的宝库，更是文化的盛宴。

“一河一线一新区”特色地域文
化资源与自然禀赋，正是济阳区打造
研学旅游的底层逻辑。近年来，济阳
区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黄
河文化、闻韶文化、济阳非遗项目、红
色革命文化等优秀文化遗产融入研
学路线，策划推出并对外发布精品研
学“一日游”路线，充分融入文化要
素，增强了研学活动吸引力。

如何用好城市文化的支撑，上
好研学这堂“行走的课程”？济阳区
以“品味四季 乐享济阳”为主题，
积极推进“大河韶韵 研学济阳”

“走济阳·看家乡”两大研学品牌打
造工作，打造精品研学旅游基地，优
化现有资源，精心策划设计研学旅
游路线、课程，组织开展“工业+研
学”“农业+研学”“文化+研学”等研
学游活动400余期，吸引省内外游客
10万余人次前来体验。

揭牌成立济阳区研学旅游联盟
演绎济阳“研学故事”华彩交响

“济阳区研学旅游联盟揭牌和
首批文旅推介官受聘颁证，标志着
济阳区‘文、旅、教’新业态高效发展
的研学‘共同体’正式成立。”在济阳区
2025精品研学旅游座谈会上，济阳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邓洪刚表示。

济阳泉麦酒业研学基地相关负
责人韩桦表示，“今年研学游十分火
爆，截至目前，我们研学基地接待游
客约4万人次。”

研学游火热的背后，一个大市
场正在稳步成长。近年来，济阳紧抓
研学发展机遇，全面梳理研学旅游
资源，授牌29家研学旅游基地，统一
协调管理。积极协调文旅企业，组织

召开济阳区研学旅游座谈会、济阳
区非遗与研学旅游工作座谈会等，
推动研学旅游有序发展。

不仅要做，还要做精品。济阳组
织工作专组，加强对各研学旅游点
的考察调研，打造了一批设计合理、
特色鲜明的研学旅游课程，让孩子
们接受济阳文化熏陶。

揭牌济阳研学旅游联盟、聘任
济阳首批文旅推介官，更是为济阳
研学旅游品牌共创、市场共拓打开新
路径。线上通过媒体矩阵广泛推介，线
下组织参加各类研学旅游展会、专项
推介会；将精品研学旅游基地特色课
程打包推介，讲好济阳“研学故事”，把
研学“一日游”升级为“多日游”，推动济
阳研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

匠心雕琢研学游配套矩阵
释放文商旅体农融合“乘数效应”

有观点认为，研学产业有较强
的旅游资源整合“能力”，做好研学

“文章”，或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力。为顺应消费场景变化新
趋势，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
长点，济阳区积极引进各类项目，大
力推动配套设施提升。

主动对接知名文旅企业，对工
业、农业、文化研学项目进行考察指
导，邀请多家旅行社、研学机构、教
育机构前往山东旺旺总厂、济阳区
葛店村水稻种植基地、济阳街道董

家村等地考察研学项目，成功启动
了葛店村乡村振兴产学研、长田实
业实践教育基地等项目，有效推动
了研学场地、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
建设，全方位助力济阳区文旅产业
蓬勃发展。

济南长田实业实践教育基地负责
人曹磊表示，“基地内既有济阳黑陶、
传统豆腐制作体验，有射击、射箭、放
风筝等游玩体验，也有犁地、挖野菜、
种植土豆等农耕体验，还可以野炊、住
民宿，打造全方位研学基地。”

在“融合发展”方面，济阳区实
现了“文化提质”与“经济提效”的同
步发力。近年来，济阳区全力竞逐

“泉”在济南黄金赛道，聚焦“济阳@黄
河”文化品牌、“品味四季 乐享济阳”
文旅品牌，打造“济北手造”产业链，积
极推进“九曲黄河万里情”文旅项目；
举办黄河大集年货节、啤酒音乐节、汽
车展销会等各类活动，带动消费上亿
元；“好味知济”农业嘉年华携手20多个
本土特色农产品亮相北京，助力济阳
农业焕发强劲生机，释放出文商旅体
农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

在济阳区2025精品研学旅游推
介会上，济阳发出“品味四季 乐享
济阳”的盛情邀约，“滔滔济水，悠悠
韶音。在这里，诚邀‘小朋友们’和

‘大朋友们’共同开启一场‘有温度、
有深度、有广度、有热度’的研学之
旅，探寻济阳看不尽的风景、享不尽
的美食、说不尽的故事。”

黄河奔腾而
过，文明源远流
长，在齐鲁大地的
北部，济南市济阳
区宛如一颗璀璨
的明珠，散发着独
特的魅力。

近年来，济阳
区用活用好城市
文化基因，深挖岁
月沉淀的文化瑰
宝，结合工业匠心
与农业智慧，讲好
济阳“研学故事”，
走出文旅融合发
展的“济阳探索”，
用文化“两创”赋
能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人文治理、城
市品质提升与乡
村全面振兴，为济
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文化动力。

12月18日，“济阳区研学旅游联盟”揭牌仪式举行。

济阳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旅游路线，让孩子们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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