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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特色彰显即墨文旅魅力

夜幕降临，即墨古城开始慢慢热闹起
来。绚丽的灯光秀中，游客们陆续从四面八
方汇聚到这里，开启忙碌一天后的休闲夜生
活。听着现代民谣，吃着各种美食，遥想着与
古人对饮当歌，这种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融
合的夜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许多本地市民的
生活习惯。

即墨古城是一座有生活温度、商业热度、
文化深度、国际广度的古城，游客可以游在以
县衙、文庙、戏台、城墙等为代表的文化场所，
吃在以君澜食府、拈花锡食、和茶馆、和丰德
等为代表的特色餐饮店，住在以君澜、十三月
民谣家等为代表的酒店民宿，玩在以VR体验
馆等为代表的集合体验店，赏在以黄氏烙画、
大欧鸟笼等为代表的非遗文化项目。

即墨古城、温泉、老酒、柳腔……作为文
化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墨区注重
挖掘整合现有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打好“文旅
复苏”这张牌，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载体，
推出了逛古城、泡温泉、喝老酒、听柳腔等不
同特色的旅游产品，形成了以温泉康养游、乡
村休闲游、非遗文化体验游、红色游、海洋科
技研学游等为代表的文旅空间新格局。

即墨域内拥有国内唯一的海水温泉资源，
富含盐、硫、澳、砷等十多种矿物质元素。目
前，即墨区已建成开放了天泰温泉度假区、青
岛海泉湾度假区、青岛青航美爵酒店、极乐汤
即墨温泉馆、青岛工人温泉疗养院等众多海洋
温泉文旅项目。数据显示，从春节假期开始，
温泉游的热度持续走高：有的酒店周末的客房
入住率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有的酒店今年客
流同比增长了40%。温泉游早已不仅是住旅
店泡温泉，越来越多的“温泉+”项目悄然来到
了市民和游客的身边。

作为千年古城的即墨，非遗资源丰富深
厚，拥有各级非遗项目86项，收录雕刻、鲁绣、

编织等 47项山东手造项目，作为人类智慧结
晶的酿酒技艺也在不断传承中增添新的味
道。享有“黄酒北宗”美誉的即墨老酒，以黍
米为原料，以陈伏麦曲为糖化发酵剂，以崂山
麦饭石泉水为酿造用水，遵循“古遗六法”，采
取糊化、糖化、发酵、压榨、陈储等百余道工序
的传统酿造而成。即墨区建设了集旅游参
观、工艺展示、现场体验、研学、购物于一体的
即墨老酒博物馆，实现从一瓶酒到跨行业、跨
产业价值的全方位提升。

铿锵有力的鼓点声响起，戏曲演员粉墨
登场，惟妙惟肖的表演、优雅婉转的唱腔、引
得观众连连叫好……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柳
腔便在即墨古城戏台、镇街等不定期展演。

“杯接田单饮老酒，醉人乡音听柳腔。”柳腔形
成于即墨西部大沽河流域，在山东半岛广泛
流传，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胶
东之花”，传递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淳朴
的民风民情。

坐着地铁游乡村田园

“忙碌了一周，带着孩子来一场市郊乡村
游，体验不一样的乐趣。”上个周末，家住李沧
区的市民刘明带着家人乘坐地铁11号线到即
墨游玩，每一处村落都带给刘明一家新的感
受。鳌山卫街道鳌角石村梅香扑鼻、金口镇
凤凰村古朴和谐、田横镇雄崖古所历史悠远，
初春赏梅、盛夏赶海、金秋登高、冬泡温泉，来
即墨游玩可谓“一年四季不重样”。

在即墨的郊野山水之间、埂田丘陵之上，
落珠般散布着83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和680个
青岛市级达标村。这些乡间村落或宏大，或
秀美，以独特之美闻名于世，诞生了一系列

“网红打卡村”。即墨区依托特色资源和优势
产业，以“精品城市、美丽乡村、幸福产业、全
域旅游”为目标，乡村旅游全域快速发展。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在即墨
乡村，农家乐、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精品民
宿等休闲旅游去处多多，农业嘉年华、农业特
色小镇、农业主题公园、田园综合体等休闲体
验类型特点各异，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赏风景：莲花山北麓山脚下，坐落着即墨
最早的村落遗址台子村。这里莲茵河三面环
绕、静静流淌，河岸高低错落有致，形态各异
的石台、石崮间或其中，千年银杏树、百年老
房屋坐落两侧，河水于村东汇成蒲渠湖。今
日台子村花海千亩，春有雏菊、夏生鼠尾，草
花浩荡、肆意汪洋，花穗摇曳、紫衣生香。“莲
花田园、诗画龙泉”——果然山水田园处，乡
村好光景。

玩体验：几缕茶香扑鼻、几瓣梅花飘落，
鳌角石村村南梅花谷与村北茶山相映成趣。
上午采茶体验、登天柱山、游美丽乡村；中午
吃农家宴，品尝特色美食茶叶水饺；下午参观
体验茶叶生产加工以及品茶等流程，通过生
态茶园观光旅游，提升茶叶品牌影响力，增加
农民收入新渠道。全村 600 户村民有 230 多
户种植茶叶，并且全程有机种植，年总产值达
1800余万元。

品文化：大欧鸟笼始于明代，以其工艺复
杂、造型美观、质地优良而具有独到的欣赏和
收藏价值，在全国各地久负盛名。清朝顺治
年间，大欧鸟笼作为贡品进入京城，一时名声
大振。多年来，大欧村传承“虽繁不能简其
工，虽小不能改其精”祖训，发挥大欧鸟笼民
俗民艺特色，以“鸟语竹韵”为主题，打造中国
唯一一个以鸟笼为乡愁特色的民俗民艺文化
旅游村。大欧乡村记忆馆也是全国首家以鸟
笼为主题的乡村记忆馆。

搞采摘：孙家屯村规划建设 3000 亩的全
国首个千亩无花果种植基地，育有 16个无花
果品种。游客吃着亲手采摘的无花果，果田
中伴有无花果独有的芬芳，十分舒心惬意。
游玩了一上午，闷热口渴时，进屋泡一杯无花
果茶，品一口清香的茶水，吃着绿色健康的农
家宴，还可以喝一杯无花果酒配以无花果果
干……

即墨正从农家乐、采摘园等单一业态，转
向多业态全产业链经营，实现创意设计、资源
开发、餐饮住宿、文创商品、特色农产品等全
产业链销售，也实现了网络社交互动运营，通
过主题化打造彰显差异化，建设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旅游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产业”。

与千年商都逐梦深蓝

海洋是即墨最大的城市特色之一，更是
青岛独具优势的旅游资源。在青岛蓝谷，43.9
公里的优美海岸线蜿蜒曲折，串起山、海、湾、
岛、泉、滩。依托海洋温泉、海洋研学和海岛
海岸三大核心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提质升
级，海洋旅游这片蔚蓝领地孕育着无限可能。

一条黄金海岸线将小岛湾、小管岛等湾
岛海洋资源串联起来。为了打造中国最美海
岸，蓝谷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和公园城市理
念，沿着 43.9 公里海岸带，加快人才公园、滨
河公园等公园建设，小岛湾北岸海岸带综合
整治项目和小管岛综合开发项目正有条不紊
地推进。目前，小管岛项目已列入青岛市旅
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岛内景观生态保
护工程已完成，正在有序推进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

海洋加科研催化出了时下流行的研学游
产业链。拥有28家国字号科研机构的青岛蓝
谷充分发挥海洋科研平台集聚优势，鼓励探
索科普、研学等海洋教育机制，打造了一批集
海洋科技发展、成果展示、文化交流等功能于
一体的科普教育和科技文化平台。

青岛蓝谷三航科技综合实践教育基地目
前已开发、建设完成了国家深海基地蛟龙号
主题科普实践、向阳红/深海 1号科考船实地
科考课程、双一流高校教授带班体验课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践学习、航空模拟飞行教
育专题等具备海洋特色的 30 余项实践课
程。矿晶科技博物馆以展示矿物宝石收藏
品为核心，主要建设博物馆、国际矿物宝石
研发中心、中国矿物宝石科普基地、国际矿
物宝石交流中心、北京大学鉴定中心等，通
过运用机械、声光电等现代互动体验手段，
开展自然科学宣传和矿物晶体标本交流品
鉴，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世界前五的矿
晶博物馆，有效填补国内矿物宝石专业博物
馆的空白。

（梁之磊）

千年商都 泉海即墨
文旅复苏，即墨跑出“加速度”

■鳌山卫“茶香梅谷”重点发展茶叶、
梅花种植加工、休闲观光产业。

■雄崖所故城。

■即墨老酒酒窖。

■即墨古城夜景。

■■青岛蓝谷人才公园青岛蓝谷人才公园。。

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市、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全国首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市、首个健康中国县级市示范点……众多荣誉称号加身的青岛市即墨区，山、海、岛、泉、滩自
然资源丰富，36座山峰层峦叠嶂，24个岛屿环抱海岸，素有“千年商都 泉海即墨”的美称。

抢抓青岛市承办省旅发大会重要机遇，即墨区积极开展品质提升攻坚，锚定“打
造青岛最美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地”一个目标，抓牢“文旅高质量发展”一条主线，聚焦
旅游品质提升、产业动能升级、公共服务品牌打造、历史文脉传承四个重点，实现了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市民游客获得感和满意度、城市竞争力和美誉度三大提升，
全域旅游跑出“加速度”。

“

■本版照片均为“发现即墨之美”
全球网络摄影大赛参赛作品。

■天泰温泉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