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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济南老城区 打造泉水品牌 

作者：陈艳红    何佳梅（山东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 来源：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添加日期：10年07月19日 

       一、旅游资源特色分析 

       济南自然风光秀丽，自古素有“泉城”、“泉都”之美称。金代“名泉碑”列72名泉，清代乾

隆皇帝称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现在市域范围内已经发现的泉水有733处，城内有趵突泉、珍

珠泉、黑虎泉、五龙潭等四大泉群共136处，众多泉水沿护城河或街巷汇入大明湖。千佛山、大明

湖、泉水、老城共同形成了山、泉、湖、河、城一体的独特自然风貌。绮丽的泉水使得历代文人为

之倾倒，留下了大量赞泉的诗文。 

       老城区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厚的历史积淀，舒适的生活环境。长期以来形成了淳朴自然的

民俗民风。老城区的居民依然保持着泉边汲水、洗菜、棒槌洗衣的百姓生活，饮食文化独特，传统

的民间工艺等处处可见，赋予了老城区更多的泉韵和市井风情。 

        济南的城市沿革发展、历史事件、文化蕴含、民风民俗，无不与泉水有着密切联系。老城区深

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泉水风貌，淳朴的市井风情，三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泉水

文化”的底蕴。济南因泉水的滋润而更加鲜活，泉水文化以其独特的个性，成为济南城市文化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二、面对旅游开发的主要问题 

       1. 居住人口密度的增加 

       老城区居民自身环境质量存在不少问题：住房质量差、居住面积小、基础设施陈旧、院内随意

搭建建筑等，破坏了民居院落的传统风貌与整体风格；原有的居民结构发生变化，大量的外来人口

进住，老城区原有的社会生活结构发生改变，直接导致老城区在完整意义上的生活氛围受到一定的

影响。 政府对传统街区的拆迁使传统建筑受到极大的冲击，高层建筑的建设使传统建筑失去了生

存的环境。处于城市中心的传统街区已成为房地产开发部门追逐土地绩差效益的场所。泉城路两旁

的高层建筑，老城区内部的一些单元式宿舍楼都极大的破坏了老城区的传统格局和风貌。 

       2. 旅游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内涵急需丰富 

       目前老城区的旅游仅限于表面的观泉、观巷游览，真正反映古城风韵的泉水文化、四合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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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井民俗等并没有得到挖掘，而这些正是旅游过程中具有参与性、效益性的项目。一些泉眼

散落于居民家院，而不能向游人开放；对于泉水的历史渊源缺乏注解，各处泉水也没有开发相关的

旅游活动，只是作为单一的泉水而存在。大多数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只是泛泛的观赏，很难留下深

刻的印象，也就阻碍了游客的进一步参观。 

        受传统习惯影响以及旅游开发意识淡薄，老城区的四合院民居院落尚未对游人开放，不利于老

城区旅游的开展。 

        芙蓉街是一条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商业街，是泉城市井文化的缩影，现在这条老街集中了全

国各地的特色风味小吃，每天人流如织，充满了商业活力。然而老街的卫生环境令人堪忧，传统民

居建筑破坏严重。此外，济南的特色小吃和鲁菜在这里都难觅踪迹，这不能不说是芙蓉街上的一大

遗憾，也是老城区市井文化的一大缺憾。 

        3. 旅游宣传滞后，缺乏市场运作  

       整治后的老城区旅游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其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

气。然而，济南老城区四通八达，又位于闹市区，不可能成为有围墙的景点，需另创收入来源与营

销模式；能否保持泉水常年喷涌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老城区在整治改造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遗留问

题，旅游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旅游内容亟待丰富，缺少具有盈利性的项目；缺乏合理有效的宣传

促销策略，旅游线路的开发尚不成熟等等。以上因素使得大多数的旅游企业对老城区旅游的开发持

观望态度。 

        4. 旅游纪念品缺乏 

        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弹性需求比较大的产品，对旅游收入的贡献率比较大，一个地区如果旅游纪

念品行业相对发展较好，就能较好地增加旅游的收入。然而就目前整个济南的旅游纪念品市场而

言，能代表济南特色的标志性旅游纪念品凤毛麟角，而南方的“大路货”几乎占到市场的90%以

上。旅游商品的研发工作相对滞后，济南市至今没有一种能够代表济南市整体旅游形象的纪念品。

旅游商品收入在整个旅游收入中的比例，与济南市的旅游资源强势地位极不相称。 

        三、对策与建议 

        1.保护历史街区，完善旅游功能 

        济南老城区所遗留下来的建筑群落多为结构严谨的民居四合院，青砖墙、灰瓦屋脊，以“一进

院”为主，是济南市最后一片保存完整的成规模传统建筑群。济南独有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环境，

赋予了它既厚重质朴又明快灵秀的双重特征，它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信息和传统风貌，是开展泉

水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 

       在老城区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及主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历史街区传统风貌的维护与合理改

造。按照“修旧如旧”，全面性、真实性的原则对老城区古建筑和街巷进行整修，维护传统风貌。

对于新建建筑加以限制和指导，保持整体风貌的协调一致。 

        传统街区的活力在于它的功能。要强化社区居民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意识，依托老城区的资源优

势，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经营项目。对于传统民居四合院可以进行特色装修，开设风格不同的四合

院家庭宾馆和家常菜馆，将传统文化和民俗民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民居古宅，开展富有地方特色

的民俗文化活动，招徕一批能工巧匠和民间艺人在此安家落户，从事刺绣、捏面人、剪纸、面塑等

富有济南特色的民间工艺活动；政府直接投资或鼓励社区民间资本开设茶馆、棋社、说书场等，深

入挖掘市井文化，再现老济南历史风韵；可选择保存比较完整、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四合院院落，

交由具有保护和开发意识的旅游企业或富裕的文化职业者进行专项开发。通过各项旅游活动的开

展，让游客参与其中，延长游览时间，从而拉长旅游者消费链。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支持，协调好旅游开发与居民利益保护，控制资本流

向，抑制过分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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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老城区开展“老街巷，古泉游” 

        可以设计如下旅游线路：西更道街－金菊巷－王府池子、起凤桥－马市街、涌泉胡同－省人大

珍珠泉－曲水亭街－辘轳把子巷、庠门里－曲水亭－明湖路－玉环泉街－芙蓉泉、芙蓉街。 

        金菊巷、翔凤巷内保存了不少较为完好的四合院民居院落，院落古朴、干净、别致。居民大多

为老济南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传统，对老街泉水有着深厚的感情，游客可以到开放的居民院

落品茗、赏花、观院等，感受老济南的市井民风。 

        王府池子及其周围，融泉水、垂柳、清渠、老房于一体，《老残游记》中“家家泉水，户户垂

杨”主要是指着一片。池水顺渠北流，穿过张家大院的西墙，出起凤桥、环居民院墙、绕曲水亭

街、进百花洲、入大明湖。在旅游开发中建议顺水流动的方向，开放水边居民院落，以便使游人更

亲切地感受到“家家泉水”，“清泉石上流”的泉城古韵。池子北岸的院落可以依势开设茶馆、说

书场等体现老城生活风貌的活动项目。 

       曲水亭街是垂杨、老街、流水、建筑的完美结合。两旁可开设特色餐馆，地方名小吃点或流动

小推车，民间工艺作坊等。在百花洲、曲水亭、泮壁街周围开设棋社，建设文化休闲中心，既能方

便社区居民，也可以让游客在此娱乐休闲。 

       西更道街、贡院墙根西墙上记载着济南老城区的众多典故，街巷、院落的历史，泉水风光和市

井民俗。玉环泉街因省府前街西侧的玉环泉而得名，整条街巷曲曲折折，宛如迷宫。芙蓉街因芙蓉

泉而得名，芙蓉泉现位于芙蓉街61号院内，泉水清澈。 

        3．打造泉城中央游憩区，开展都市泉水游 

       泉城中央游憩区是《山东省济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所确定的“济南市旅游中心”子系统之

一，主要景区（点）包括趵突泉、大明湖、芙蓉街历史街区、泉城路、泉城广场、环城公园等。

“老街巷，古泉游”作为泉水文化的一部分，必须加强与周围四大泉群、大明湖、环城公园、泉城

广场的联合，依托它们良好的知名度，成熟的旅游产品，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以此来带动老城区

旅游的快速发展。 

       这一区域地处济南市城市中心地带，泉水资源丰富，水域面积大，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

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完善，星级酒店众多；商业发达，聚集了银座、贵和、沃尔玛等一批大型

购物超市；夜晚休闲娱乐服务丰富多彩，夜总会、量贩式KTV、酒吧、菜馆、健身房和特色文化演

出十分丰富，适宜开展以泉水游览、文化休闲、购物娱乐为主的旅游活动。济南既要依靠传统泉水

品牌和历史街区来保持原有形象，也要对新产品、新景观加以延伸，以此来丰富旅游内容。 

       基于泉水间歇喷涌的客观事实，在保泉的同时进行“泉景创新”。精心策划若干叠水喷泉等形

式的人造水景，主要是在泉城广场和改造后的泉城路上，开发各种现代都市型泉水体验产品，如香

泉、音乐泉、霓虹泉、虚拟泉等等，为游人创造较为适宜的亲水环境。利用优质的泉水开发各种泉

水商品和纪念品，以展示泉城人对泉水文化的新的诠释。有针对性的开发不同层次、有代表性的旅

游商品，从济南的标志性的建筑和资源入手，挖掘民俗文化、进行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开发等，形成

旅游商品系列。 

       4．加大宣传 

       政府加强引导和政策扶持，促进旅游企业对老城区旅游资源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平面媒体、电

视媒体、网络媒体、巡回促销等提高老城区的知名度。出版老城区地图，方便旅游宣传和游览。对

客源市场进行细分，针对目标顾客制定促销策略。吸引更多的旅游团队、散客光顾老城区，济南的

泉城文化旅游锦上添花。 

        要做足“泉”文章，全社会必须形成共识，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从城市建设、经济、旅游、

文化事业发展到企事业单位的名优产品，都要围绕“泉水”做文章，如同杭州打造“西湖”品牌一

样，打造济南自己的“泉水”品牌，使泉水更好地为济南市的对外开放、经济、文化、旅游事业的

发展服务。 



 

       在新72名泉评出之后，给名泉重新著传立碑，提高其知名度；政府及各级主管部门应增加宣传

促销的费用，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城市广告展示泉水资源 ，通过网络媒体、与旅游产业密切相关的

旅游类报纸以及晚报、时报等进行推介，加快海外宣传的步伐 ；吸纳专业旅游策划企业参与泉水

旅游资源的开发、设计与促销；抓住泉水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机会，提高济南在世界上的知名

度。此外，大型运动会、博览会等事件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要素和营销手段，2005年济南市承办

的糖酒博览会、友好城市旅游大会等都很好地提高了济南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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