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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聚聚
焦焦

【采访札记】

【沧海拾贝】

青岛，因海而生，依海而兴。
711公里的海岸线、49处天然港湾、

69座近海岛屿……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力助青岛成为中
国北方最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

20世纪80年代，青岛与洛阳曾作为
中国旅游的代表，共同出现在国际舞台
上。在由传统观光游迈向休闲度假游
的新时代，禀赋非凡的青岛与洛阳，在
旅游经济上也同样面临“成长的烦恼”，
同样面临着升级振兴的挑战。

近日，记者走进“红瓦绿树，碧海蓝
天”的岛城，聚焦青岛旅游的突围之路。

来到青岛第一天，我们立马产生了旅游淡
旺季分明的感觉。

在夏季人头攒动的栈桥一带，此时不但游
客稀稀拉拉，甚至连在附近大街上都少见行
人。不少海鲜餐馆关了门，旺季时 1000 多元
一晚的标间，也打折成200多元。

“‘三冷三热’是青岛旅游的老大难问题。”
一位常拉游客的出租车司机说，“青岛旅游最
热季节是夏季、秋季，7 月、8 月、9月游客人数
占全年的60％左右，现在你看看，半天都拉不
着一个人。”

冬天冷、夏天热，北部冷、南部热，晚上
冷、白天热……在青岛旅游“软肋”分明的背
后，是相对单一的海洋观光产品，约 80％的
景点集中在沿海区域，娱乐、夜间旅游等产品
相对匮乏。

青岛去年吸引各地游客超过 5700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到807亿元。这份“成绩单”按
说还算不错，但“三冷三热”的现状，令很多青
岛人都不满意，说“青岛的旅游做得实在不怎
么样”。

青岛市旅游局规划发展处处长姚刚说，青
岛旅游最有优势的资源是海，一切都围绕海做
文章，但寻找“核心产品”的过程是艰难的。

知易行难。姚刚举了一个例子：“河南最厚
重的是文化，然而文化旅游搞得风生水起的，却
并非是中原文化核心的少林文化。”

因海而生的问题，最终也要靠海突围。
近年，“蓝色”作为青岛经济发展的主色调，

同时也引领着青岛旅游的发展方向。
“蓝色并非单纯的海洋旅游，而是青岛打造

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宜居幸福现代化
国际城市的战略引领，同时还蕴含着‘高端、深
度、融合’的丰富内涵。”姚刚如是解释。

据介绍，青岛提出以蓝色文化为核心统筹
青岛旅游业的发展。今年9月，《青岛市旅游总
体规划（2013年—2020年）》出台，为青岛旅游
提档升级谋划了更清晰的蓝图——从“旅游城
市”向“城市旅游”跨越，把城市作为一个大景区
来打造，建设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全要素、全时
空的“蓝色”旅游城市。预计到2020年，旅游总
收入达到2468亿元。

“加快旅游业科学发展，是青岛为‘蓝色’旅
游定下的基调。”姚刚说，未来青岛旅游工作的
重点是，战略定位把持好、发展空间预留好、旅
游环境打造好、产业门槛设置好。

早在10年前，青岛旅游已经开始转型，他
们选择的抓手是“大项目拉动战略”。

2003年堪称青岛旅游大项目元年。当年
五一，一个青岛旅游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手笔
——投资额度达2.2亿元的旅游大项目青岛海
底世界对外开放。该项目创造了日进账191万
元、投资回报率200％、两年收回投资的神话。

这个堪称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誉为“为青
岛旅游冬冷夏热的季节性软肋找到了解决良
方”，改变了青岛旅游项目单一、留不住客、留不
下钱的一日游旅行方式，标志着一个新的旅游
发展时代开始踏浪而来。

无独有偶，海底世界开馆的火爆场面，迅速
引来投资商瞩目。当年，投资12亿元的极地海
洋世界项目随即签约落户，成为海底世界的“升
级版”。

极地海洋世界的出现，在破解“夏天热、冬
天冷”的道路上又跨出了一步。记者实地采访
发现，时至寒冬，该景区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海狮、海豚表演时更是座无虚席，单场观众至
少有 500 人。据极地海洋世界景区负责人介
绍，夏秋旅游旺季“一座难求”，冬天淡季依然

“不差客”。
大项目给青岛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此

后，投资过亿元、过10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旅
游项目，在海岸一线和城市内部遍地开花，青
岛银海国际游艇俱乐部投资3亿元，小珠山主
题公园投资过 10 亿元，港中旅海泉湾投资 50
亿元……

一个个大项目横空出世，为青岛改变几十
年来“靠海吃饭”“靠季节吃饭”的旅游模式投下
了问路石，同时也对青岛旅游产品质量的提高、
产业规模的扩大与转型以及城市整体形象和海
内外知名度的提升功不可没。

“作为服务业的龙头，我们对旅游业发展有
着更高的预期，旅游业理应在扩内需、保增长中
担当重任、勇挑重担。”青岛市旅游局有关负责
人说，青岛旅游突围转型，抓项目无疑抓到了点
子上。

近年，青岛引进的旅游项目大型化、
综合化特点突出，旅游招商走上了一条融
合发展、关联发展的新路子。

2011年11月，总投资50亿元旅游综
合体——港中旅青岛海泉湾度假区一期
工程建成开放。该项目一期主要是旅游
度假区，二期全部是房地产板块。

今年9月，万达集团青岛东方影都影
视产业园区项目正式启动。这个全球投
资规模最大的影视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
500 亿元，其中文化旅游投资超过 300 亿
元，其他为地产、医院等。

总 投 资 38 亿 元 的 美 国 摩 天 三 五
MALL 项目即将进驻青岛。这个被青岛
人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旅游综合体项
目”，包括室内主题娱乐公园、国际品牌销
售、星级酒店、艺术娱乐中心等。

这些大型项目，不再是单一观光的旅
游项目，而是旅游与文化、地产、商业等交
叉融合的旅游项目，是复合业态的旅游项
目。它们对游客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是新的旅游目的地。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项 目 的 支
撑。然而单纯的旅游项目投资巨大、回
报缓慢，往往难以引起投资者的兴趣。
青岛“旅游+N”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为
旅游投资项目提供了多种投资回报，成
为吸引各种资本巨头投资旅游业的“利
器”。

有人说，会做旅游的将地产做成了旅
游，不会做旅游的将旅游做成了地产。

按照这个说法，青岛算是“会做旅游
的”一类。至少从记者采访中接触到的项
目看，青岛旅游产业与地产等关联产业不
是貌合神离，而是融合发展、优势互补。
比如，青岛海泉湾度假区一期工程全部建
成了旅游度假区板块，利用其聚集的人
气，再进行二期房地产开发。

综观岛城的诸多“旅游+N”项目，由
于项目位置不同，主题、定位也不尽相
同，但城阳惜夏板块、即墨温泉板块和西
海岸沿海一线等，都是旅游开发的成功
案例。

漫步青岛，别致的花园洋房、典雅的
海滨别墅与城市景观相映生辉，丝毫不
觉得别扭。如今，拥有大量游客资源的
旅游商务地产、拥有舒适环境的旅游住
宅地产、养老养生皆宜的旅游度假地产
已在青岛遍地开花，成了旅游发展新的
支撑点。

当前，洛阳正在以旅游开发项目建设
为引擎，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大
量外部投资是当务之急。破解旅游招商
这个“瓶颈”，青岛的融合发展模式，或许
可资借鉴。

不花钱看最美青岛

谈起青岛旅游，不管是青岛市旅游局官员，还是当
地媒体记者、普通市民，都是自谦地说：“青岛旅游做得
实在不怎么样！”

走进港中旅青岛海泉湾度假区，记者发现青岛人
“太谦虚”了。

乘坐海泉湾度假区的员工大巴，我们来到距青岛
市区约40公里的即墨市鳌山湾。眼前的青岛海泉湾
度假区如同一个微型旅游城市——整个度假区分为维
景五星级国际大酒店、海洋温泉、奥特莱斯商业街、天
创大剧院、海鲜大世界等五大核心产品，总建筑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总投资达50亿元。

“海泉湾不靠单一的旅游产品，而打‘综合性’这张
牌。各个旅游产品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补共荣。”度
假区市场营销主管王燕说，与传统的单一观光游开发
不同，海泉湾走的是旅游综合体开发路线。

比如，围绕海洋和温泉两大核心资源开发旅游与
温泉，在季节上互补；与香港俊思集团合作引进的奥特
莱斯商业街，主营品牌折扣，游客洗完温泉浴，还可顺
便逛逛品牌折扣店；推出大型魔术舞剧表演和海鲜餐
饮，旅游者既可体验多元文化享受深度休闲度假游，又
可以专门来洗温泉浴或者购物。

凭借体量规模和独特创意，青岛海泉湾入围“中
国旅游综合体TOP10”榜单，备受国内旅游业界的关
注。

多年以来，洛阳的旅游景区开发，多数走的是单一
观光的老路，形成了“门票经济”的路径依赖，缺乏像海
泉湾这样的休闲度假游龙头项目，更缺乏海泉湾这样
的综合性经营理念。

随着国人的出游模式从单一观光向综合休闲度
假转型，景区的开发模式也从单一开发升级为综合开
发。旅游综合体的出现，正是旅游消费模式升级、景区
开发模式升级、旅游地产开发模式升级三大升级共同
作用的结果。

近年，随着中国旅游投资行业的空前火热，以旅游
综合体为代表的，包括大型主题公园、温泉度假地、乡
村旅游目的地等一大批因旅游投资而形成的新产品，
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新型旅游目的地。

“这些有别于传统景区的新型旅游目的地，正在分
割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这一现象已成为旅游产业
格局的重大变革。旅游综合体项目，或许是中国旅游
投资未来最具成长性的项目模式。”国际旅游投资协会
总干事王琪说。

青岛海泉湾的景区开发模式，值得洛阳业界深思、
借鉴。

本报记者 孙利华 白云飞

景区开发的
“海泉湾样本”

产业融合
关联发展

不花钱，照样可看到青岛最美丽的景色，你信不
信？

借采访青岛旅游之机，我们试了一把。
由于时间紧张，我们选择了从栈桥出发，沿青岛市

区海岸线一路向东。这是一条传统旅游线路，除了青
岛的标志性景点栈桥，还有奥帆中心、五四广场、鲁迅
公园、小鱼山、海底世界、八大关、海滨浴场等诸多旅游
景点。

从上午8点多，一直到中午12点，我们一路走马
观花，游览了除小鱼山和海底世界之外的上述其他景
点，没有花一分门票钱。当然，打车、吃饭、购买海产品
等，还是免不了要“出血”的。

“栈桥、奥帆中心、鲁迅公园、小鱼山等景点原来是
收费的，现在都变成了开放式的公益性景点，青岛市区
40公里的海岸线也基本全线对游客免费开放。”青岛
市旅游局规划发展处处长姚刚说，游客即使不花钱，同
样可以看到青岛最美的景点。

近几年，青岛逐步推行公益性景点政策，粗粗一
算，免费开放的景点有海泊河公园、李沧文化园、贮
水山公园、老舍公园、鲁迅公园等大大小小景点数
十家。

景点免费了，游客数量会增加吗？以中山公园为
例，免费前，中山公园每年接待游客也就是七八十万人
次；免费后，该公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次。

“算小账，景点是吃亏了，但是算大账，青岛旅游肯
定是赚了。”姚刚说，景点免费政策增强了整个城市的
旅游吸引力，来的游客更多了。虽然门票免费，但是游
客只要来到青岛，就要吃、住、行，临走还要捎点纪念
品，整体上旅游收入只会多不会少。

近年，国内景点门票涨价之声此起彼伏，青岛
“逆向操作”的背后，是整个城市从旅游城市向城市
旅游的转型，是从传统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的升
级。

青岛的免费政策，实际上就是在破除障碍、减少
限制，把青岛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从单一的景点扩大
到整个城市，或者说把青岛建设成一个更加开放的
“大景区”。正如姚刚所言：“青岛正在尝试走出‘门票
经济’的路径依赖，着眼整个旅游产业链发展大旅游、
全域旅游。”

如何实现从“门票经济”到“产业经济”的跨越，同
样是洛阳旅游转型升级的待解难题。或许，青岛的做
法对洛阳有所启迪。

本报记者 孙利华 白云飞

“蓝色”引领青岛转型升级（下）
本报记者 孙利华 白云飞

观光游的时代已经结束，旅游
者已不再满足走马观花看风景，转
而更加注重深度的休闲体验游，越
来越追求旅游的品质和个性。

敏锐地嗅到了旅游的新变化，
青岛人瞄准“蓝色”和“高端”，强力
推进海洋旅游整合开发和休闲旅游
项目开放招商。

“旅游产业兴起必须融入城市
整体发展。”姚刚说，2008 年，青岛
启动浩大的老城区企业搬迁工程，
旅游产业顺势而为，不断扩大蓝色
高端旅游项目版图——

今年 3 月，有着百年历史的青
岛港老港区货运业务从市区全部退
出，由老港区改造而成的邮轮码头
也顺利完工，世界最大的22.5万吨
级豪华邮轮，将可以在此全天候自
由停靠。

去年7月，青岛赫赫有名的“国
棉六厂”原址改造项目签约，这里将
变身为亚洲最大的虚拟现实文化创
意产业园……

百年老港为旅游发展“腾地
方”，工厂旧址成为文化园区，青岛
的旅游不断迈向“深蓝”。转型，并
非一帆风顺。

昔日，发展邮轮经济也是左右
摇摆不定：不干，靠吃老本依然过得

很滋润；干，成本巨大且前途未卜。
有关建议提了20年之久，争论

也持续了20年。
20年后的今天，青岛邮轮码头

成为世界级邮轮停靠的母港。在姚
刚看来，取代青岛港老港区的之所以
是邮轮码头项目，正是因为青岛提升

“蓝色”旅游的呼声一直未间断。
邮轮经济被专家学者称为“漂浮

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2008
年，乘奥帆赛成功举办的东风，青岛
的邮轮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要说火
爆还远远不够。

如今，青岛算了一笔邮轮母港
建设的细账：邮轮母港的经济收益
是一般停靠港的10倍至14倍。以
亚洲最大的邮轮“海洋航行者”号为
例，其一天消耗的日用品等物品价
值近10万美元；一艘邮轮每船次采
购物品价值往往突破100万元；邮轮
在母港还需要添加补给、接受港口服
务、邮轮维护与修理……这都能给城
市带来新的产业和新的商机。

不光如此，今年青岛规划的总
投资3000亿元的139个旅游“大个
头”项目，前三季度已完成投资156
亿元。

未来，青岛蓝色高端休闲游将
成全国旅游版图上新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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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资料图片）

青岛五四广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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