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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墙黑瓦，小径通幽，这里的一花一
木、一砖一瓦都积淀着岁月。街头的老槐
树默然伫立，见证了古村的热闹与沉寂，
也见证着它再度走向繁荣。6月15日，记
者走进位于昌邑市龙池镇龙东村的齐氏
牛街美食风俗街，在这里感受历史的
韵味。
  昌邑市深挖文化基因，梳理美食文
化根脉，将文化融入美食，将美食嵌入旅
游，打造出了齐氏牛街美食风俗街。这条
街主打牛类产品加工，全牛宴、牛肉包、
进士宴、牛肉面等特色美食远近闻名。据
龙东村党支部书记齐百川介绍，齐氏牛
街美食文化可追溯到明代永乐年间，时
至今日，不少村民家中还留存着美食
秘方。
  在齐氏牛肉包店内，工作人员正在
厨房里忙碌，擀皮、调油、捶打、撒料……
经过繁复的加工，皮薄馅大的牛肉包送
到食客面前。“节假日牛肉包的日销量能
突破2万个，平时销量也非常可观，一年

纯利润能达到300万元。”齐氏牛肉包经
理齐丽娜说。
  不远处的龙池镇齐西村村史馆内，
各种见证历史的物品保存完好，锈迹斑
驳的农具、破旧的纺织机、质朴的老家
具……这些老物件把历史和现实、昨天
与今天串联到一起。
  走出村史馆，漫步在这个历经六百
余年沧桑的村落，石板路、青砖墙、草顶
屋……处处散发着独特的历史韵味。“村
里保留着不少1770年左右建成的老房
屋，我们对各种老物件尽量修缮、还原，
引来不少游客观光、打卡。”龙池镇齐西
村党支部书记齐明凯说。
  昌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称“鄑
邑”“都昌”，秦朝设县，宋初定名，迄今已
有2200多年的建县沿革史。昌邑活用丰
沃的历史资源，设计出多条“古村寻幽”
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了山阳梨花节、龙乡
文化节、丝绸文化节等一批文化旅游品
牌，形成了昌邑文旅特色。

  诸城，因传说
舜帝出生于城北的
诸冯村而得名，被
学术界公认为古代
东夷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与诸城历史
有关的名人众多，
张择端、苏轼、赵明
诚、王尽美、王统照、
臧克家等如群星闪
耀。这里的鸭嘴龙、
蜥脚龙等恐龙化石
储量丰富，吸引着
世界的目光。
  6月13日至14
日，潍坊日报社“山
海行”融媒体大型
采 访 活 动 走 进 诸
城，沿着千年齐长
城逶迤而行，采访
团一路看、一路听、
一路议，一路见证
诸城文旅产业高质
量 发 展 的 良 好 态
势，感受千年龙城
焕发出的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元超 宋玉璐/文 巩建国/图

  6月13日一早，采访团一行来到“天
下第一台”——— 超然台。沿超然台东侧的
城墙坡道拾级而上，走进台上的“垂花
门”，就来到了当年苏轼挥笔写下“把酒
问青天”的地方。在此处吟诵这首脍炙人
口的名篇，似乎能够穿越千年时光，一边
与苏子瞻举杯共话白云苍狗，一边眺望
古密州全新人间。
  记者登台四望，只见四周砌有1米多
高的城墙垛口，距正面垛口不远处是慕
贤亭，亭后有东西两庑各三间，皆陈列着
苏轼的作品碑刻拓片。苏轼整修超然台
时，其弟苏辙正在济南为官。如今坐落于
济南大明湖畔的“超然楼”，修建灵感便
来自“超然台”。楼台之间，连接的是苏氏
兄弟深厚的情谊。千年后的今日，天边虽
无明月，但记者在超然台上吟诵《超然台
记》，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位密州父母
官——— 苏东坡超脱世俗、乐天知命的豁
达胸襟。
  如果说在超然台上，采访团一行感
悟最深的是苏东坡超然物外的心境，
来到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之后，采访团
则 感 受 到 了 何 为 革 命 意 志 与 民 族
大义。
  1921年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整座城

市在焦躁不安的气氛中煎熬，穿城而过
的黄浦江水拍打着堤岸。就在23日傍晚8
时，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正在一处民宅
里发生，代表着全国58名中共党员的13
位代表，秘密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
共一大。其中，有一位被大家称为“王大
耳”的青年，他就是从诸城市枳沟镇大北
杏村走出的王尽美。
  1 9 2 1年，王尽美曾满怀豪情地写
下诗篇：“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
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
看沧桑。”从此，他投身到中国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直至生命最后
一刻。
  三间低矮的草坯房，入户门很低，需
低头才能进去，屋里的地面比外面还要
低一尺多，锈迹斑斑的镐头、透着历史痕
迹的字报标语、墙上展示的家族照片，王
尽美用过的饭盒、毛毯……在王尽美故
居，采访团一行感悟着这位中共一大代
表的人生轨迹。走出故居向北，记者又来
到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一进门，迎面可
见一米多高的王尽美半身铜像，这座
小院的展陈，静静讲述了王尽美短暂
而光辉的一生，将“尽美精神”播撒到
了每位参观者的心田。

人文闪耀 历史脉络清晰可见

  当艺术家集体扎根农村，会是怎样
一番景象？采访团一行走在诸城市南湖
生态经济发展区蔡家沟村的石板路
上，感受着从未见过的新农村风貌。村
口是由村民照片组成的巨大笑脸墙，
摄影艺术与乡土风情结合得天衣无
缝，对面是陈列着众多农民艺术作品
的蔡家沟美术馆。这里就是远近闻名
的“网红村”。
  村内，极具现代感的手绘出现在古
朴村庄的角角落落。在向艺术家们学习
了绘画技法之后，村民张则英开起了自
己的农民画室；村口处原先的小卖铺，摇
身一变成了贩售“爱与梦想”的“彩虹商
店”；周军毅画室、韩三明电影工作室、三

味老屋一字排开……
  走进蔡家沟，便如同走进了童话。
在这里，艺术被赋予神奇的力量，饱含
创意狂想的灵感火花在乡村田园里恣
意迸溅，绽出了斑斓芳菲的新美学。这
座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艺术
家为客体”的蔡家沟艺术试验场，真正
把“艺术细胞”植入乡村旅游，打造了
独 一 无 二 的 文 化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新
引擎。
  如今，位于常山东麓的蔡家沟村，因
艺术而焕发了光彩，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在这里，艺术家在村里当起了村民，村民
则变身成了“艺术家”，一场文艺和乡村
振兴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

擦亮品牌 文旅发展提档升级

  穿行在诸城如画的山水风光之中，
路边不时可见环境整洁的村庄，沿着
蜿蜒的道路前行，采访团便来到位于
皇华镇的甘泉岭生态园。在诸城市甘
泉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相
伟的带领下，采访团一行登上生态园
中心的观景台。彼时，骤雨初歇，太阳
穿破乌云，照得茶园内的茶叶闪着金
黄的光。
  “我们的园区占地面积2000余亩，包
括生态茶园、茶文化体验区、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深加工区和文化展示区5大
部分。其中生态茶园600亩，已栽植白毫
早、黄金芽等十余个无性系品种，园区
利用小茶园、大环境，逐步打造成诸城
生态旅游的一大亮点。”朱相伟告诉
记者。

  走出甘泉岭生态园，采访团在夕阳
下的美景中来到卢山庄园。“东面这座
山坡度适当，我们将建成一座滑雪场，
庄园南侧是我们的苹果、桑葚、草莓种
植园，也是以后的田园采摘区。”迎着
阳光，卢山庄园相关负责人张广强向
记者讲述了庄园的未来规划，“目前配
套在建的还有卢山美农直播基地、野
营垂钓区、农耕文化体验区等，我们要
打造的是现代化、智能化的田园综合
体。”
  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以精品龙头
项目和优质乡村旅游项目带动辐射，打
破城乡之间的壁垒，让整座城市的“烟
火气”流动起来，产业与旅游互生互
融，这是诸城探索的全域旅游创新发
展新模式。

生态打底 文旅融合渐入佳境

昌
邑

活用历史“唤醒”文旅生机

  深黑色大门、靛蓝色窗户、大红色装
饰，厚重的颜色渲染着“昌邑县抗日殉
国烈士祠”庄重的氛围。70余岁的退役
军人魏铁良坚守在这里，十几年如一
日，饱含着对先烈们的敬重和怀念，向
参观者讲解着发生在昌潍大地的抗战
故事。
  墙上铭记着革命先烈的血与泪，地
下铺满金黄色的麦穗，硝烟虽已远去，但
血与火铸就的悲壮历史却依然有着史诗
般的回响。走在龙池镇马渠村曲曲折折
的石板路上，解说员将抗战岁月娓娓道
来，沉稳的语调宛若雷霆，让后人感怀革
命先辈的英勇。
  推开翻新后的古朴大门，阳光透过
树荫洒在石缝中生长出的野菊花上，梧
桐树在墙角肆意生长。在位于下营镇火
道村的李福泽故居，每年都有数不清的
人慕名前来追寻英雄足迹，赓续红色

基因。
  昌邑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根基深
厚、特色鲜明。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是山
东抗日劲旅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七、
八支队会师地，也是渤海走廊中心区、胶
河战役主战场。
  2021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了山东省首批红色文化特色村名单，潍
坊市共有8个村上榜，总量居全省第二，
其中昌邑市卜庄镇西董村、龙池镇北白
塔村、龙池镇马渠村、下营镇火道村四个
村入选，占了潍坊市入选村的一半。
  基于优良的红色基因，多年来，昌邑
市持续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寓
红色革命文物保护于开发利用之中，寓
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于互动参与之中，让
革命文物“活”起来，让宝贵的精神财富
持续焕发活力，让红色资源、红色文化、
红色历史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让“红色沃土”绽放文旅之花

  昌邑地处渤海
之滨、莱州湾畔、潍
河两岸，是一座底
蕴深厚、物阜民丰、
开放包容、宜居宜
业 的 沿 海 开 放 城
市。自古以来便是
文化昌盛、经济繁
华之地，海洋文明
与农耕文明在这里
交汇，孕育了丰富
灿烂的历史文化，
造就了独具特色的
文旅资源。
  依托深厚的文
旅资源，昌邑市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深度挖掘优质文
化资源，全力打造品
牌文旅产品，传承历
史文脉，推进文旅融
合，东夷文化、海洋
文化、渔盐文化、丝
绸文化、华侨文化以
及厚重的红色文化
在这里融合发展、熠
熠生辉。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方文婷/文 巩建国/图

诸城恐龙博物馆内巨大的鸭嘴龙化石。

诸诸城城超超然然台台成成为为远远近近闻闻名名的的景景观观。。

昌邑县抗日殉国烈士祠。

下下营营镇镇潍潍河河入入海海口口风风景景。。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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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河纵贯昌邑南北，造就了一条一步
一景、人文荟萃的生态旅游长廊———“潍
水画廊”，昌邑市潍水风情湿地公园、丝路
绸语文创园、下营滨海风景区、柽柳林等
众多旅游点纵横分布，宛如一颗颗珍珠点
缀在昌邑市文旅产业的绚丽画卷上。
  绿博园满目盈翠，海岸线绵延悠长，
古村质朴清幽，湿地鹭鸟成群，盐田色彩
斑斓……天青、海蓝、草碧，昌邑自然之
美，美不胜收。但昌邑文旅发展的优势不
止于此，其厚重的人文基因更显独特。可
以说，昌邑既揽得山水之幽，又占得人文
之胜。
  据了解，早在商周时期，昌邑就是国
内重要的海盐基地，是齐鲁盐文化的源
头之一，“鄑邑故城”遗址成为目前全国
考古发现的唯一专门为管理盐业生产而
设立的都城。
  昌邑自古还有“丝绸古镇”之称，从
周朝时起，“养蚕织帛，捻线就织”便成为

当地人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至今已有
3000多年的历史。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
昌邑人背着丝绸漂洋过海，上北洋、下西
洋、走东洋、闯南洋，足迹遍布世界30多
个国家和地区，昌邑市成为江北唯一的
“华侨之乡”。清末民初，昌邑丝绸产业规
模达到鼎盛，“昌邑茧绸”的交易额每年
约有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的一半。
  东夷文化、海洋文化、渔盐文化、丝
绸文化、华侨文化等汇聚于此，赋予了昌
邑独特的人文魅力。历史文化悠久、人文
景观璀璨、自然风光秀丽，这些共同造就
了昌邑独特的文旅资源。
  今年一季度，昌邑市接待游客62.89
万人，同比增长14.41%；收入6.53亿元，同
比增长16.82%。未来，昌邑市将持续发挥
自身优势，擦亮昌邑旅游名片，不断丰富
文旅新业态，加快文旅项目建设，奋力构
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全域覆盖、充满
活力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用“一方风土”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