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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 宗 夫 如 何 ？ 齐 鲁 青 未
了。”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文，将我
们带入了山东辽阔壮美的景象当
中。山东不仅有中国第一大半
岛，有中国陆上海岸最早迎接日
出的地方，而且也是孔孟之乡，
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文明。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
线路”中，山东共有 3 条红色精
品线路入选，无论是“弘扬沂蒙
精神”“工业旅游·扬帆起航”，还
是“齐风鲁韵·魅力田园”，都是
走进山东的一个契机、了解山东
的一个窗口。

沂蒙翻天覆地

蒙山高，沂水长，八百里沂
蒙见证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在中
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沂蒙山都是一个具有特殊
意义的精神符号。

沂 蒙 山 是 沂 山 与 蒙 山 的 总
称，主要分布在山东临沂境内。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东山”
就是蒙山。李白和杜甫曾同游蒙
山，留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
日同行”的千古佳句。沂山则位
居中国五大镇山之首，有“东泰
山”之称。

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四
大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抗日杀
敌的坚固堡垒，素有“华东小延
安”的美誉。毛泽东同志曾说
过：“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
也就活了。”

举世闻名的孟良崮战役就发

生在沂蒙山。1947 年，陈毅、粟
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经过 4 天
的激战，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山
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是扭转华
东战局的关键一战。陈毅元帅曾
深情地感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
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
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
了长江！”

蒙阴旧志曾记载：“僻处丛
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内货
不出，外货不入。”受地形限制，
沂蒙山一度十分封闭。然而，随
着孟良崮一战成名，美名远扬，
崮作为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其
价值也不断地发现，“崮乡”已重
新定义。密集耸立的崮群成为开
发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引领当
地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

如今，沂蒙山用翻天覆地的
变化，创造着自己新的辉煌，“人
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
个山上哎好风光”，沂蒙山的歌声
唱遍了大江南北。

书写工业新篇

工业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城市的一
种“特殊语言”。说到山东的工业
旅游，自然少不了青岛，这里聚
集着奥帆中心、青岛港、青岛啤
酒等诸多年轻或古老的工业文化
品牌。

始建于 1892 年的青岛港，见
证了青岛的风雨历程。2015 年，
随着“新世纪号”在青岛邮轮母

港 首 航 ， 这 个 具 有 120 多 年 历
史、以传统装卸为主的老港区完
成了向邮轮母港的华丽转型。

“我们设计的邮轮母港工业
旅游线路，既包括参观现代化的
国际邮轮母港、大型邮轮船模展
示和观景平台，也包括具有历史
文化风貌的旧式铁路装卸轨道及
大型机械设备等。”青岛国际邮
轮有限公司青港国际旅行社经理
杨玲说。

今年 5 月，山东发布了省内
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青岛
奥帆中心名列其中，而且是名单
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成功举办了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
奥会帆船比赛后，这里还是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的主会场，如今成
了许多游客来青岛必打卡的景点。

在青岛啤酒博物馆，人气同
样火爆，据其常务副馆长姜卫介
绍，今年“五一”小长假，青啤

博物馆接待人数大约有 4.4 万人
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约 10%，
收入增长了约34%。

“厂房、电机、紫铜糖化锅、
发酵池……在博物馆，游客既可
以看到百年啤酒工业文化，还可
以在互动区免费品尝啤酒或购买
周边文创产品。”姜卫说，青啤博
物馆开放以来，通过展陈互动创
新、服务模式创新、产品形态创
新、业态规划创新，成为一座兼
具历史和现代、文化和时尚的新

形态博物馆。青啤博物馆被评为
国家一级博物馆，还成为国家首
批工业旅游示范点。

乡村旅游致富

6 月 28 日，在全国“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上，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中郝峪村党支部被授予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至今，中郝峪村还保留着三
间旧瓦房，19 年前，它们曾是村
里最好的房子，19 年来，这三间
旧瓦房见证了村里从负债 8 万到
总资产2.1个亿的大飞跃。

山村风情是中郝峪吸引游客
的招牌，每逢节假日，中郝峪村
的幽幽谷风景区都会迎来络绎不
绝的游客。然而在以前，由于地
处深山交通不便，人均耕地少，
这里曾是出了名的“讨饭村”。

中 郝 峪 村 村 民 赵 增 芬 回 忆

说：“那个时候很苦，靠天吃饭，
不下雨啥也收不着，一年收入不
到2000块钱。”

村党支部站了出来，他们瞅
准村里的优美自然风光，决定变

“靠天吃饭”为“靠山吃饭”。在
党支部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旅
游公司，全体村民成为公司股
东，享受集体收益和分红。

从“一家乐”到“全村富”，
如今，实现了致富梦的中郝峪人
把成功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全国

1000 多个村先后到中郝峪村学习
考察，可复制、可推广的“郝峪
模式”在河北、内蒙古、重庆等
全国27个村落地生根。

不光是在中郝峪村，放眼山
东的乡村，一片欣欣向荣。

位于沂蒙山区的临沂市沂南
县岸堤镇拥有山东首个国家级田
园综合体——朱家林田园综合
体，今年 5 月，陌上田园蚕宝宝
农场桑林里游人如织，大家手提
的小篮子里装满了桑葚。“借助朱
家林田园综合体的品牌效应，今
年光桑葚采摘就有 8 万元收入。”
农场负责人戚瑞磊十分兴奋。

戚瑞磊本是沂南县界湖镇的
一个蚕桑专业户，2017 年，岸堤
镇政府为朱家林田园综合体牵线
搭桥广招合作者，他慕名而来，
种下238亩桑林，建起6个养蚕大
棚，成立了陌上田园蚕宝宝农
场，让自己富起来的同时，解决

了数十人就业。目前，朱家林田
园综合体已吸引进驻农场主 12
人，“创客”60 余人，带动就业
超过500人。

到过山东的人都知道，山东
的高速路网十分发达，不仅如
此，近年来，山东的高铁路网也
愈加完善。如今，沂蒙山区已经
接入了全国的高铁网络，山东的
发展驶上了新的快车道。

上图：青岛浮山湾迎来绚丽
晚霞。 王 华摄 （人民图片）

红色山东驶上快车道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浙江宁波慈溪的上林湖是唐宋
时期中国越窑青瓷中心产区和秘色
瓷唯一产地，上林湖越窑青瓷被称
为“母亲瓷”，秘色瓷是世界级的
文化瑰宝。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
慈溪申报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慈溪秘色瓷”予以公告，一度失
传千年的慈溪越窑青瓷，正成为一
颗引领慈溪旅游发展的“新星”。

在慈溪南部，一条全长30公里
的中国最美越窑乡野风景道，串联
起了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上林湖越窑博物馆、青瓷文化
传承园、鸣鹤古镇等文旅综合基
地，组成中国唯一的“秘色瓷”文
旅线路。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自2018年运营和开放以来，已
成为慈溪一处文化旅游胜地。“我
们将在文物保护基础上，适度开
发、合理利用，打造浙江省文化地
标，进一步提升上林湖越窑的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慈溪市文广旅
体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马乐平介绍。

古代，上林湖越窑青瓷通过东
横河——浙东古运河，经海上丝绸
之路远销海内外，成为一颗“海
丝”明珠。上林湖越窑遗址作为国
家“海丝”申遗文化工程项目之
一，将加快建设越窑青瓷研究数据
信息中心，通过对不同年代、不同
窑址和不同器型青瓷的胎釉成分检
测分析，用科学数据尽量还原越窑
完整的时代发展序列和工艺发展历
史，争取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
越窑青瓷研究资料中心和数据平台。

除了文旅路线，越窑青瓷正借
助着音乐舞台，为慈溪打造又一张

“金名片”。
前不久，在慈溪市第六届越窑

青瓷文化节开幕式上，一台反映越
窑青瓷文化发展史的大型原创乐舞
诗画《瓷海越章》，用“瓯乐+”的表演
方式让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我们拓展瓯乐与其他表演艺
术的跨界融合，结合 AR 等现代科
技手段，不断增强瓯乐的可听、可
看、可参与性。不少观众在看完演

出后，不仅对瓯乐留下了深刻印
象，也对慈溪产生了浓厚兴趣。”
青瓷瓯乐艺术团团长谢杰峰说。

如今，瓯乐团已成为慈溪的一
张“金名片”，在国内外重要舞台
和展会展演70余次，赴新加坡、美
国、德国、捷克等10余个国家开展
文化交流50余次。接下来，瓯乐团
将着重打造诗瓷音乐会 《盛唐的回
声》、文旅演艺剧目《击瓯歌·国潮
雅集》等精品剧目，创新开设“茶
瓯坊”文旅演艺剧场“文化+”“景
区+”展演业态，不断拓展市场化
运营模式，持续打响慈溪青瓷瓯乐
文旅演艺IP品牌。

在宁波慈溪，越窑青瓷不仅仅
是作为一处文化遗址、一种音乐艺
术的形式而存在，它正作为一项新
兴产业，促进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助力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慈溪有11个乡镇、村以青
瓷为“当家花旦”，浙江省 4A 级景区

镇—— 匡 堰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近 年
来，匡堰激活青瓷品牌，将越窑青
瓷元素融入“匡农优品”农副品牌，
推出匡堰乡村旅游特色伴手礼；新
建南部片区游客服务中心，上线
VR 智慧旅游导览系统；利用倡隆
村楝树下闲置农房建造“龙窑餐
厅”、特色民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秘色瓷艺术村落……2020 年，匡
堰镇南部片区实现浙江省 3A 级景
区村全覆盖，农民增收1000余万元。

在慈溪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慈溪已有一定规模的青瓷器具
生产企业、研究所、体验基地近30
余家，涌现了国家级大师 2 位、浙
江省级大师 2 位、宁波市级大师 5
位。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慈溪青
瓷及相关产业实际营业收入突破
5000万元，相关产业从业人员1500
多人。

下图：宁波慈溪青瓷传承园航
拍图。

宁波慈溪越窑青瓷

从海丝明珠到文旅新星
陈益维 邵 滢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河子安集海垦区，有一
座新安团场的小镇。夏日
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街
道 ， 美 如 彩 带 ， 流 光 溢
彩。卸下一天疲劳的团场
人，穿起艳丽的服装，悠
闲地散步。街边整齐的小
区，楼群连片，窗口一束
束灯光，如繁星点点。美
食一条街上，霓虹闪烁，
夜市正浓。游人三三两两
围坐在桌前，和谐欢乐的
笑声，伴着烧烤的肉香，
弥漫在街的上空。

彩灯璀璨的生态广场
上，微风轻轻荡起悦耳的
舞曲，像一声声柔美的呼
唤 ， 流 淌 在 浓 浓 的 夜 色
里。欢快的百人广场舞开
始了，节奏轻盈的鼓点，
美丽潇洒的舞姿，舞出了
新安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一旁的灯光球场
上，一场篮球友谊赛正在进行，双方球员你来
我往对抗激烈。比赛高潮迭起，围观的人群中
叫好声不断。

莲花公园里，音乐喷泉犹如天女散花，洒
下清凉的甘露。晚风也随着乐曲，舞动杨柳的
发丝，撩得人们心花怒放。树下的情侣，随意
坐在草地上，含情脉脉，爱语绵绵，静静地陶
醉在二人世界里。灯光摇曳在古色古香的清风
亭里，两位老者对弈正酣，那悠扬的舞曲，如
缥缈的天籁之音，萦绕在亭间。

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夜景如画。莲花湖
面上，波光粼粼、碎金点点、雾纱飘动、彩灯
辉映。夏夜静如处子，在这里渲染到了极致。

清凉的晚风，在杨柳的枝头荡着秋千，黑
夜尽情地舞动幽蓝色的披风，挥洒一丝丝的凉
意。湖边栏杆旁，围满了纳凉的人群，五彩的
灯光照在脸上，喜洋洋的笑容挂满了脸庞。远
处假山上，别致的小亭、满山的树影，在浓浓
的夜色里，灯光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如仙境
般缥缈。

散步花灯相拥虹桥路上，灯光像一条条长
龙，划破黑夜，一串串红灯笼把喜气洒在街面
上。小镇绚丽的景色尽显无遗。风儿轻轻掀起
凉意，让人倍感清爽惬意。在灯光浸染的绿色
草地上，人们席地而坐，沐浴在朦胧的灯光
下，把身心浸润清凉的夜色里，歇息享受。任
凭习习柔风拂去白天的燥热，心儿在夜色里慢
慢醉去。

一首优美的旋律，在银色的月光下，轻轻
地流淌。风儿轻摇小镇的夜，像摇动着摇篮里
的孩子。小镇渐渐褪去了喧哗，静静睡熟了。
偶尔一两声犬吠，划破静寂的夜空，像小镇的
梦呓。很快四周便恢复了平静，只有风儿和柳
叶窃窃私语，倾诉绵绵的情话。

悠闲地坐在石凳上，听着风儿那坚贞不移
的恋曲。夜空里，繁星闪闪，开始了热闹的聚
会。风儿又像个顽皮的孩子，轻轻地掀起我的
长发。月亮像怕打扰了小镇的睡意，悄悄躲进
了云层里。

站起身来，推开栅栏门，走进屋里。我
想，明天一个崭新的新安团场小镇，会从晨雾
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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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北部，有一个“村”，
它见证了中国科技创新从弱到强的历
史进程，标注着一代代知识分子为国
家富强接续奋斗的精神高度。

这个“村”就是中关村。
2021年7月，升级改造后的中关

村村史馆开馆。一帧帧泛黄的老照
片，一件件当年的爆款产品，娓娓诉
说着感人的创新故事，将人们带回了
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提起中关村，你会想起什么？电
脑、人工智能、科研院所、高科技公
司……总之，与“村”完全不搭界。

时间回到 20 世纪初，中关村却
是名副其实的“村”。季羡林先生曾
在 《中关村感旧》 一文中写道：“举
目四望，不见人家，但见野坟数堆，
暮鸦几点，上下相映，益增荒寒……
我当年到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今天
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带。”

中关村的兴盛始于 1951 年，当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第一座现代化
科研建筑——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破
土动工，迈出了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
第一步。1953年，大楼建成，此后这
里走出了7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几十位两院院士，有着“共
和国科学第一楼”的美誉。1961 年，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成立，标志着中关
村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确立。

一项项共和国第一在这里诞生，
一个个科技成果在这里面世，中关村
已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创新符号。

“从地名到行政区划再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核心区，中关村内涵丰富，
我们用展览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把
中关村精神展示出来。”村史馆建设
负责人张奕说。

展厅内，两栋灰色老居民楼模型
引人注目。它们的原型是中关村街道
科源社区 13、14、15 号楼，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科院专门为安置海外
归国的顶级科学家而建造，名为“特
级专家楼”，简称“特楼”。

特楼里先后居住过 60 多位科学
家，其中，有9位1948年的中央研究
院院士，有 32 位中科院首批学部委
员，有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
得者。

“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
来”，为了加快新中国科技建设的步
伐，科学家们奋力拼搏，把家中的书
房当作第二办公室，特楼的灯光经常
彻夜不熄。

中关村街道如今居住着 100多位
两院院士，村史馆中悬挂着历年来采
集的近100位院士的手模和寄语。“学
好科技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
国”“目标始终如一”“打破砂锅问到
底”……朴素的话语，流露出老科学
家们对祖国和科学事业的无限热情。

“科学家们具有深沉的爱国情
怀，这是他们成长和奋斗的不竭精神
动力。”在中关村求学 6 年，看过展
览，海淀区西北旺镇组织部干部徐恒
对脚下的这片热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块落地玻璃幕墙，一条长长的
时间轴。上方，记录着国家改革开放
历程中一个个标志性事件；下方，展
现着中关村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创
造的一项项不凡成就。

展厅里还有许多充满“年代感”
的老物件：四通公司推出的 MS系列
中文电子打字机，一举改变了中国人
在机械打字机时代完全失语的局面。
还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联想汉卡、
金山软件……每一个物件都凝聚着无
数人的智慧和汗水，也是创新者不断
超越的生动写照。

连村史馆所在的二层小楼也是一
个有故事的地方。30多年前，这里曾
是红火一时的双榆树街道联社，引
进、开办了 30 多家企业，相当于中
关村最早的企业孵化器。

“希望每一个参观者在重温中关
村发展道路和辉煌历程后，能够受到
启发，让‘敢为人先，善于破壁，报
国情怀，卓越攀登’的中关村精神发
扬光大。”中关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许
云说。

上图：中关村村史馆一瞥。

中关村村史馆升级后重新开馆——

来这里，感受创新激情
本报记者 施 芳文/图

红色地标巡礼·山东篇

游客乘坐索道在沂蒙山旅游区龟蒙景区游览。
武纪全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