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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文化休闲商务区：
风情万种演绎醉美青岛

在青岛，有一个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
这就是登州路啤酒街，作为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
百年青啤的文脉即发轫于此。一杯啤酒，让世界了
解青岛；一条登州路，让世界走进市北。

作为青岛啤酒的发源地，登州路啤酒街一直传
承、浓缩了百年青啤跌宕起伏的历史。2005 年，市
北区通过积极挖掘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依托青岛
啤酒这一世界知名品牌，将登州路这条百年老街打
造成名副其实的啤酒特色文化街。经过多年的发
展，青岛啤酒街已经成为青岛一张靓丽的城市名
片，成为“永不落幕的啤酒节”。为带动周边区域产

业升级，从2011年起，市北区着力打造以登州路啤酒
街为中心，涵盖周边2.63平方公里区域的啤酒文化休
闲商务区，这是青岛首个文化休闲商务区，也是国内
首个以啤酒为主题的商务区。根据规划，啤酒文化休
闲商务区的核心区率先启动，该区域位于市北区华阳
路、昌乐路、辽宁路、威海路、延安二路、胶宁高
架、广饶路、汤山路、登州路、泰山路、吉林路围合
区域，毗邻繁华的台东商圈与辽宁路商圈。总体设计
为“一心居中，纵横两轴，三大主题片区协同”的空
间结构，将在青岛啤酒一厂“老地标”的基础上，新
建三大主题片区、增添多处配套设施、打通数条道
路，成为整个休闲商务区发展的“引擎”。

“来青岛哈啤酒”是市北区向世界发出的热情
邀请，而每年一度的啤酒街开街，更是奉献给全体
市民及中外游客的一场欢乐盛宴。在这里，吹着清
凉的海风，吃着美味的海鲜，喝着最新鲜醇正的啤

酒，与家人好友相聚一起，开怀畅饮，小到儿女情
长，大到家国情怀，如此惬意人生，岂不快哉！

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
见证历史 守望和平

以史为鉴知兴替。青岛山炮台教育基地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3A”级旅游景点，是山
东省、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在这里能找寻到当年德、日等列强霸占、凌辱青岛
的缩影，能感受到百年青岛的历史沧桑。

青岛山，因清末在山下建有青岛村（现海洋大学
院内） 而得名。海拔128.5米，占地22万平方米。东
临中山公园，西靠中国海洋大学，面朝大海，背依闹
市，位于新老市区中心，是岛城最佳观景平台和视觉
走廊。青岛山炮台遗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唯一战
场遗址。由南、北炮台和德军“青岛要塞”地下中心
指挥部所组成，是侵青德军的九大永久性炮台之一，
是军事总指挥部所在地，曾被德军诩之为“青岛炮台
之最重要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无
暇东顾青岛，日本趁机对德宣战，青岛成为亚洲远东
地区惟一的战场。日德两国军队在青岛山进行了激烈
的炮战，德军战败投降前自行炸毁了南、北炮台，惟
地下指挥部保存比较完整。

以史为鉴，勿忘国耻。1997 年，青岛市政府投
资修复了德军地下指挥部，于11月14日“胶洲湾事
件”100 周年之际对社会开放。1998 年 3 月 6 日，青
岛山炮台遗址展览馆于“胶澳租借条约”签订100周
年之际对社会开放。

为进一步发掘、保护、展现青岛市历史文化遗
存，2012 年，市北区本着“保护一战遗址，传承五
四精神，记录青岛历史”的原则，开始对青岛山炮

台遗址进行升级改造，拟将打造成集爱国、宣传、
教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游览场所——青岛
山一战遗址公园，此举得到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北区紧紧
围绕“挖掘青岛山一战遗址军事历史文化资源，建
设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打造军事要塞文化旅游新
地标”的工作目标，深入推进青岛山一战遗址项目
各项工作。目前，已初步完成青岛山一战遗址项目
规划方案设计，炮台遗址内部修缮加固工作已完成
总工作量的80%，内部展陈设计工作也已完成；初步
组建了博物馆展陈设计专家团队，3项展陈大纲已分
别编纂完成，文物征集工作同步启动；四集电视纪
录片 《1914，青岛永不能忘》 已全部制作完成，即
将在国内主流电视台播放。

青岛山炮台作为一战亚洲战场仅存的遗址，它见
证了青岛的历史沧桑，并将继续历史记录者的责任，
警示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子孙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
历史教训，警示着世人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青岛纺织谷：
百年老厂变身时尚秀场

一座城市的成长与一个行业紧紧相连。当人们

说起青岛这座城市的母亲工业时，青岛纺织的百年
奋斗历程就不得不被人提起。青岛纺织业曾推动青
岛市的城市化进程，并吸纳了最多的就业人口，哺
育了青岛市的工商业，被誉为这座城市的“母亲工
业”。青岛纺织传承百年，历经坎坷，经历辉煌。

1902年，德华缫丝厂建立，拉开了青岛现代机器
纺织工业的序幕，是中国近现代纺织业也是中国近现
代史、中国工业革命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1952年，
青岛有纱锭 41.73万枚、线锭 3.63万枚、织机 1.31万
台，其生产能力在全国居第二位，与上海、天津一道
获得“上青天”的美誉。同年，“郝建秀小组”成
立，以郝建秀为优秀代表的纺织人，掀起了整个纺织
业的改革新潮，成为全国纺织的一面旗帜。

青岛纺织承载过历史的风雨，创造过辉煌的业
绩，推动了青岛由一个小渔村到大都市的发展，加
速了青岛城市化的进程，催生了青岛的城市文化和
移民文化，形成了青岛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坚韧
不拔、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

2014年 12月 4日，位于市北区四流南路 80号的
“纺织谷”举行开园仪式，市北区向社会各界隆重推
出“纺织谷”，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向外界展示了青
岛纺织转型升级的新思路。“纺织谷”有别于传统纺
织概念，摈弃了简单的订单依托和低端的加工制
造，向设计研发、科技创意等产业链前端和服务贸
易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形成了以科技研发和文化创
意为两翼支撑，以服务贸易为主题的“一体两翼”
概念，建设起一个开放包容的集科研转化、创意设
计、协作制造、贸易会展、金融投资、文化博览、
中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端要素聚集区。

2014 年 12 月 6 日，“纺织谷”内的“华·秀 168”
百年秀场正式启动，2014 年度“色彩中国”颁奖典
礼在此举行，来自 19 个国家的 300 多名设计师在此
展示了“流行色”。

今年5月16日，“世界吉尼斯旗袍秀”活动再次
在青岛“纺织谷”华·秀 168 百年秀场内闪亮登场。
作为主会场的“纺织谷”，现场的参与人数达 1380
人，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只有15个月，无论从
人数到年龄跨度，都创下了全球首秀之最。随着中
国色彩中心、“华·秀 168”百年秀场、纺织博物
馆，“青岛记忆”文化空间等项目相继落户，市北区
委区政府倾力打造的纺织谷正让百年老厂华丽转
身，吸引着国际时尚界的目光。

未来，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专业型时尚
秀场，成为流行色发布、高端会展、洲际色彩活动
和主题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型
城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特色节会：
全民共享和谐富美生活

近年来，市北区通过传承举办青岛萝卜·元宵·
糖球会、邻居节、群众文化艺术节等特色节会，使
文化品牌如雨后春笋般萌出，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常
活跃。群众文化艺术节、全民阅读季、文化大比
武、欢乐大舞台、“舞动春天·文化进社区”等一系
列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

作为“岛城新春第一节”的青岛萝卜·元宵·糖球
会，是享誉国内外的民俗文化活动品牌，每年萝卜·
元宵·糖球会举办期间，萝卜雕刻大赛、民间手工艺
品制作大赛、狮王争霸赛、十佳糖球评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等500余项民俗、经贸活动便
会精彩上演，吸引着五六百万人次前来逛山会、品美
食、赏民俗，给广大青岛市民和中外游客提供了一道
精美的节日文化大餐。

同时，通过举办“邻居节”，积极打造“百姓自
己的节日”。2004年至今，市北区已连续11年举办邻
居节，促使“居民走出来、邻里熟起来”，弘扬邻里
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使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驻区
单位、干部群众在交往、交流中去隔阂、增互信、解
矛盾。据统计，11年来，以邻居节为载体，市北区共
开展邻里互动互助活动4500多场次，参与居民80多
万人次、单位 200多家，大批 “好邻居”“好家庭”

“市北好人”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子，进一步
凝聚了全区力量，增强了城区的文化亲和力。

青岛市市青岛市市北北区区

文化名片文化名片扮靓大美城区扮靓大美城区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文化软实力是
青岛新市北的名片，也是新市北的朝气。伴随
着区划调整，市北区承载起老青岛更多引以为
傲的人文资源，续写着老青岛品牌崛起、文化
繁盛的历史。这些经过积淀的宝贵人文资源，
像一条激流奔涌的母亲河，衍变成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的创新源头，蕴养出一个城区海纳百

川的气度，凝聚着百万居民爱国爱家的情怀。
青岛市北区以建设“文化客厅”为目标，

以“文化惠民”为宗旨，坚持面向基层，深入
群众，打造品牌，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 发 展 ，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活 动 和 文 化 惠 民 举
措，让百姓笑在脸上，乐在心中。更多的传统
美德，在你我身边传承；更多的志愿服务，让

居民文明素质提升。文化，促进了思想进步，
带 来 了 生 活 改 变 ， 激 荡 了 一 个 城 区 文 明 的 精
魂。

看！那些欢腾的舞步，那些精巧的民俗，
百姓脸上焕发的光彩、开怀的笑容，文化市北
迸发出的新活力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汇聚
起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市北区概况
市北区作为青岛市主城区之一，总面积65.4平

方公里，海岸线长18公里，辖19个街道办事处、
135个社区居委会，常住人口107万人。

市北是四通八达的“枢纽”。它位于青岛市区
中部，是胶州湾东岸的核心主城区，长途汽车
站、青岛港坐落区内，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胶州
湾大桥、海底隧道将市北与黄岛联通，胶宁快速
路、杭鞍快速路连接东西，环湾大道、山东路、
重庆南路、308国道纵贯南北，地理位置四通八
达。

市北是企业成长的“沃土”。这里是青岛市工
商业的发祥地。拥有全国知名的特大型深水港口
青岛港，孕育了海尔、青啤、四方机车厂等一大
批国内外知名企业，涌现出郝建秀、张瑞敏、常
德传、许振超等一批知名人物。

市北是现代商务的“旺角”。区内集聚了沃尔
玛、家乐福、特易购等一批500强企业，拥有万
平方米以上大型商场21家、万平米以上楼宇33
座。近年来，重点规划建设了滨海新区、中央商
务区、青岛新都心等10余个现代产业园和一批特
色街区，成为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的摇篮。

市北是科技文化的“客厅”。区内集中了青岛
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科教文化资源，四方机
车车辆研究所、机械研究所等数十家国家级科研机
构，拥有黄台路、四方路等众多历史文化街区。具
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萝卜·元宵山会和海云庵糖球会
闻名全国，海云庵糖球会被评为“中国十大民俗
节”。同时，市北也是青岛市最早的党组织和农村
党支部的诞生地，邓恩铭、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这里留下过革命的足迹。

市北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浮山、榉林山、
北岭山、嘉定山等多座山头公园遍布城区，海泊
河、李村河等多条河流贯穿城区东西。市北人居
环境优美，百姓安居乐业，先后荣获全国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城区等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