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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古商城做“活”新业态 沉浸式体验再升级

业态升级 做活传统博物馆

在 周 村 ，“ 周 村 烧 饼 ”是 必 须 品

尝 的 小 吃 。 位 于 老 街 上 的 周 村 烧 饼

博 物 馆 古 色 古 香 的 建 筑 、透 着 厚 重

感 的 旧 照 片 、保 留 下 来 的 石 碾 ，无 不

诉 说 着“ 周 村 烧 饼 ”的 悠 久 历 史 。

在 传 统 博 物 馆 的 基 础 上 ，周 村 古

商 城 把 博 物 馆 和 体 验 性 业 态 结 合 起

来 ，上 层 还 原 展 示“周 村 烧 饼 ”历 史 的

年 轮 ，下 层 可 视 化 参 观“周 村 烧 饼 ”的

制 作 过 程 ，游 客 还 能 现 场 体 验 制 作 与

品 尝 新 鲜 出 炉 的 烧 饼 ，博 物 馆 的 体 验

性和趣味性得以充分展示。

作 为 山 东 省 唯 一 一 家 以 老 电 影

为 主 题 的 博 物 馆 ，老 电 影 博 物 馆 墙

上 那 一 张 张 老 电 影 海 报 ，一 部 部 老

电 影 放 映 机 ，每 一 部 都 有 其 独 特 的

故 事 。 中 国 电 影 文 化 展 示 厅 内 ，屏

幕 中 播 放 着 中 国 不 同 时 期 的 电 影 代

表 作 品 ，耳 熟 能 详 的 片 段 、经 典 的 唱

腔 在 脑 海 中 经 久 回 荡 。“ 每 当 看 到

《白 毛 女》这 部 电 影 ，都 会 让 我 想 起

那 段 难 忘 的 岁 月 ，感 触 很 多 。”一 位

花 甲 之 年 的 老 人 说 。

此 外 ，老 电 影 博 物 馆 突 出 参 与 性

与 互 动 性 ，游 客 可 以 亲 自 动 手 录 音 、

拍 短 片 ，充 分 体 验 从 拍 摄 、剪 辑 、美

术 、配 音 配 乐 到 特 技 、洗 印 等 整 个 电

影 的 制 作 过 程 ，将 博 物 馆 的 文 化 内

涵 真 正 做 实 、做 活 。

市场倒逼 构建独有文化符号

高 低 错 落 的 明 清 古 建 、历 史 沧 桑

的 宽 街 窄 巷 ，源 自 其 商 业 文 化 的 深

厚 积 淀 和 儒 商 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 是 这

座 古 城 的 灵 魂 。 悠 长 的 石 板 路 ，古

朴 的 街 巷 ，甚 至 一 个 烧 饼 、几 声 铜 乐

都 是 故 事 的 引 子 。 如 何 让 周 村 这 座

恬 静 的 千 年 古 城 在 新 时 代 激 发 新 活

力 ，构 建 出 周 村 所 独 有 的 文 化 符 号

成 为 淄 博 周 村 品 轩 文 化 旅 游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考 虑 的 关 键 。

日 前 ，“ 遇 见 周 村 馆 ”以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形 式 对 外 开 放 ，通 过 挖 掘

发 生 在 周 村 故 地 内 的 闻 人 轶 事 ，利

用 别 具 特 色 的 艺 术 与 表 现 形 式 ，令

周 村 百 年 来 的 历 史 文 化 、民 俗 故 事

更 加 深 入 人 心 ，让 周 村 古 商 城 更 显

年 轻 化 与“ 文 艺 范 儿 ”。 导 游 说 ：“ 游

客 还 可 以 通 过 网 络 将 自 己 在 景 区 内

拍 摄 的 短 视 频 发 送 给 景 区 ，‘ 遇 见 周

村 馆 ’将 在 此 展 示 并 留 存 他 们 在 古

城 内 收 获 的 快 乐 。”

品质提升 打造高端文旅品牌

随 着 网 络 时 代 个 性 化 需 求 的 日

益 显 著 ，一 以 贯 之 的 说 教 式 的 文 化

传 播 和 内 容 游 览 方 式 已 难 以 激 发 游

客 兴 趣 。 周 村 古 商 城 紧 抓 后 疫 情 时

代 的 市 场 暖 流 ，最 新 打 造 的“ 咔 咔 魔

相 馆 ”是 以 聊 斋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3D 视

觉 艺 术 中 心 。 作 为 周 村 古 商 城 的 全

新 业 态 项 目 ，以 2000 平 方 米 超 大 空

间 ，筑 造 七 大 魔 幻 主 题 、37 个 点 位 的

花 式 打 卡 互 动 ，让 游 客 充 分 体 验 聊

斋 文 化 、周 村 文 化 和 3D 错 觉 艺 术 的

魅 力 。

位 于 大 街 北 段 的 泥 塑 故 事 馆 是

景 区 扶 持 青 年 团 队 创 业 的 典 型 。 馆

内 周 村 芯 子 等 各 种 周 村 民 俗 文 化 主

题 的 软 陶 工 艺 品 颇 受 游 客 欢 迎 ，泥 塑

馆 还 可 以 根 据 游 客 提 供 的 人 物 写 真 、

全 家 福 照 片 等 进 行 定 制 化 服 务 ，为 周

村古商城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一 系 列 深 度 游 览 体 验 项 目 的 建

设 ，不 仅 为 游 客 传 递 了 周 村 古 商 城

独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主 题 、旅 行 故 事 和

沉 浸 式 体 验 ，新 的 体 验 和 展 现 手 段

也 让 景 区 旅 游 产 品 品 质 得 到 大 幅 提

升 ，为 进 一 步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 。

这 里 有 鲁 商 的“ 义 当 先 ”用 商 道

演 绎 人 性 的 光 芒 ，有“ 丝 绸 之 乡 ”的

文 化 溯 源 ，有 聊 斋 的 休 闲 猎 奇 ，有 鲁

菜 的 生 活 哲 学 。 漫 游 周 村 ，品 鉴 古

城 ，感 受 周 村 古 商 城 深 厚 的 历 史 积

淀 和 文 旅 乐 趣 已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市 民

与 游 客 的 共 识 ，文 化 的 归 属 感 与 幸

福 感 与 日 俱 增 。

截 至 目 前 ，名 为“ 走 街 串 巷 ”的 老

街 巷 改 造 项 目 与“ 花 舞 盛 宴 ”6D 光 影

时 尚 餐 厅 正 在 有 条 不 紊 地 建 设 中 。

项 目 建 成 后 ，胡 同 文 化 使 得 景 区 游

览 线 路 更 加 灵 活 多 样 ，科 技 赋 能 新

业 态 也 将 彻 底 打 破“ 一 头 进 ，又 从 一

头 出 ”的 旅 游 线 路 单 一 瓶 颈 ，成 为 周

村 古 商 城 新 的 亮 点 和 网 红 打 卡 地 。

淄 博 周 村 品 轩 文 化 旅 游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罗 选 国 说 ：“ 今 年 是 品

轩 文 化 旅 游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正 式 管 理

运 营 周 村 古 商 城 景 区 的 第 一 年 ，我 们

纵 然 不 能 重 现 历 史 ，但 会 努 力 以 沉 浸

体 验 、科 技 手 段 ，让 文 化 深 度 演 绎 ，让

非 遗 活 化 传 承 ，让 周 村 古 商 城 值 得 更

久停留，以文旅品牌之名绽放。”

（郭晓君 杨玉峰）咔咔魔相馆咔咔魔相馆 郭晓君郭晓君 //摄摄

它 是 江 北 罕 见 的 古 商 业 街

区 ，更 是 山 东 省 境 内 唯 一 保 存

完 好 的 明 清 古 建 筑 群 ，如 今 ，

周 村 古 商 城 景 区“ 老 树 发 新

芽 ”：“ 遇 见 周 村 ”通 过 光 与 影 的

结 合 将 周 村 记 忆 一 馆 珍 藏 ，“ 咔

咔 魔 相 馆 ”的 3D 艺 术 让 人 过 足

“ 聊 斋 瘾 ”…… 一 番 推 陈 出 新 令

景 区 游 览 体 验 性 与 趣 味 性 得 以

再度升级。

桓台文旅：直播暖市场 赋能促发展
中 国 迄 今 发 现 的 最 早 的 甲 骨 文

什 么 样 ？ 国 家 一 级 文 物 康 熙 御 书 手

迹“信古斋”是怎么来的……近日，淄

博 市 桓 台 县 博 物 馆 直 播 首 秀“ 云 逛

展 、云 赏 宝 ”活 动 在“ 淄 博 直 播 ”平 台

上线，桓台县博物馆馆长孔令涛走进

直 播 间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地 向 广 大 网

友介绍了馆内藏品及其背后的故事，

为 广 大 藏 品 爱 好 者 带 来 了 一 场 全 新

的“云体验”。

这 场 直 播 只 是 桓 台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充 分 利 用“互 联 网 +”，发 挥 文 化

赋能作用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桓

台县文化和旅游局立足实际，抢抓线

上经济发展机遇，率先将网红直播经

济 模 式 引 入 文 旅 产 业 ，积 极 打 造“ 淄

博 直 播·直 播 淄 博 ”红 莲 湖 直 播 实 践

服 务 平 台（以 下 简 称“ 淄 博 直 播 ”平

台），探 索 新 的 营 销 方 式 和 生 产 经 营

方式，为桓台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新动能。

直播文旅
推动文旅资源成“网红”

今 年 5 月 底 ，“ 淄 博 直 播 ”平 台 直

播 首 家 景 区 ——“ 红 莲 湖 885 水 世

界 ”，精 彩 的 直 播 内 容 为 该 景 区 今 夏

开业积攒了人气。直播结束后，不少

网 友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想 去 亲 自 感 受 一

下水上激情。

为 了 进 一 步 促 进 县 域 文 化 旅 游

产 品 、景 点 的 宣 传 推 广 ，桓 台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对 县 域 内 旅 游 景 区（点）、

星 级 酒 店 、工 农 业 旅 游 点 、非 国 有 博

物 馆 、旅 游 民 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负责人等进行了专题培训，邀请业

内 专 家 围 绕 文 旅 消 费 直 播 新 机 遇 等

内容进行授课。通过培训，相关从业

人员对直播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对 推 动 桓 台 文 旅 景 点 、旅 游 线 路 、非

遗 项 目 、旅 游 产 品 成 为 网 络 直 播 热

点，扩大桓台文旅对外影响力奠定了

基础。

据 悉 ，下 一 步 ，桓 台 县 将 在 全 县

规 划 建 设 30 个 直 播 点 ，实 现 县 、镇 、

村三级同频共振，及时宣传各镇文化

旅 游 特 色 景 点 、产 品 ，以 提 升 乡 村 旅

游吸引力，赋能乡村振兴。

深挖潜能
打造行业复苏关键引擎

当 下 ，直 播 正 迅 速 成 长 为 后 疫

情 时 代 提 振 消 费 者 和 文 旅 市 场 信 心

的 助 推 器 ，也 成 为 业 内 经 济 复 苏 的

加速器。

今 年 的“ 中 国 旅 游 日 ”，“ 淄 博 直

播 ”平 台 独 家 全 程 线 上 直 播 发 布 淄

博 市 2020“ 中 国 旅 游 日 ”文 化 旅 游 惠

民 优 惠 政 策 ，为 淄 博 文 旅 市 场 提 振

鼓 劲 。 同 时 ，200 张 桓 台 县 文 旅 惠 民

消 费 券 在 该 直 播 平 台 同 步 对 外 发

放 ，“ 短 短 几 十 分 钟 ，所 有 消 费 券 全

被 抢 空 ，让 我 们 再 一 次 看 到 了 直 播

的 带 货 能 力 。”桓 台 县 文 化 旅 游 事 业

发 展 中 心 副 主 任 刘 艳 东 说 。

6 月 1 日 起 ，“ 淄 博 直 播 ”平 台 开

始 在 线 上 对 桓 台 县 非 遗 工 作 和 部 分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进 行 为 期 近 半 月 的

宣 传 ，更 大 程 度 地 让 非 遗 文 化 进 入

大 众 视 野 ，让 非 遗 产 品 走 向 市 场 。

芦 苇 宫 灯 制 作 技 艺 、宋 佩 忠 苇 编 、张

希 锦 葫 芦 画 等 非 遗 项 目 传 承 人 悉 数

登 场 ，通 过 网 络 平 台 展 示 非 遗 技 艺 ，

展 现 桓 台 县 非 遗 魅 力 。 持 续 多 日 的

宣 传 ，有 效 提 升 了 桓 台 县 非 遗 文 旅

产 品 的 在 线 率 、转 发 率 ，从 而 提 升 了

非 遗 文 旅 产 品 的 销 量 ，对 桓 台 县

文 旅 市 场 的 复 苏 起 到 了 一 定 的 推 动

作 用 。

据直播基地项目负责人介绍，按

照计划，“淄博直播”平台将结合全县

文 旅 资 源 ，突 出 本 地 特 色 ，有 针 对 性

地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直

播宣传营销活动，将直播作为文旅市

场复苏的关键引擎，深挖直播经济的

巨大潜能。

文旅赋能
变“流量”为“销量”

2019 年 12 月 ，淄 博 市 委 书 记 江

敦涛提出实施“文化赋能行动”，为高

质 量 发 展 植 入“ 激 励 器 ”。 桓 台 县 文

化和旅游局响应上级号召，发挥文旅

赋能优势，积极打造“淄博直播”这一

全 省 首 个 县 级 文 旅 部 门 网 络 直 播 平

台，充分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

任担当。

自上线以来，“淄博直播”平台以

精彩的直播内容、优质的产品吸引了

越 来 越 多 的 粉 丝 ，人 气 指 数 不 断 攀

升 。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桓 台 县 由 传 统 销

售 模 式 向“ 云 逛 街 ”“ 直 播 经 济 ”等 新

经济模式转变，继“云”文物展、“红莲

湖 885 水 世 界 乐 享 夏 季 ”等 直 播 后 ，

“ 淄 博 直 播 ”平 台 开 启“ 桓 台 优 品 ”工

业篇，助推桓台县传统产业链接新经

济模式。截至目前，已有近 20 家企业

同 该 平 台 进 行 对 接 。 在 刚 结 束 不 久

的 6·18“淄博直播·桓台优品”宝恩集

团 直 播 活 动 中 ，化 流 量 为 销 量 ，线 上

参与人数达 17 万人次，线上成交额达

20 余万元，社会反响热烈。

“‘ 淄 博 直 播 ’实 践 基 地 项 目 自

投 入 建 设 以 来 ，得 到 了 各 级 领 导 和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聚

焦 直 播 行 业 的 平 台 属 性 、年 轻 属 性 ，

积 极 打 造 网 红 直 播 孵 化 基 地 ，提 供

直 播 产 业 全 链 条 孵 化 服 务 ，以‘ 直 播

淄 博 ’‘ 直 播 商 圈 ’‘ 直 播 三 农 ’‘ 直 播

生 态 圈 ’为 主 题 ，争 创 全 国 首 家 播 商

直 播 县 ，为 产 业 赋 能 、为 产 品 增 值 、

为 企 业 增 收 ，提 升 城 市 的 竞 争 力 。”

谈 及 下 一 步 规 划 ，桓 台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李 学 芳 说 。 抢

抓 直 播 风 口 的 桓 台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将 在 直 播 大 潮 中 乘 风 破 浪 ，为 桓 台

县 文 旅 行 业 乃 至 整 座 城 市 带 来 全 新

的 发 展 活 力 。

（孙佳 孙文娇 杨玉峰）

半生清贫初心不改 满腔激情为城塑魂

初见薛继美，他正受人之托创作着

新作品——莲花万佛尊，该作品以中国

陶 瓷 琉 璃 馆 青 釉 莲 花 尊 为 原 型 ，高 约

1.2 米，最大直径约 50 公分，刻有大小佛

像近万个。一双充满创造力的手，三两

把自制的简易工具，几块陶土，为了能

让作品更完美地呈现，薛继美已将自己

关在工作室埋头创作了一月有余，“委

托人想让我做一个青釉莲花尊的仿制

品，被我拒绝了。现在这件作品添加了

和平鸽及佛像元素，寓意和平，估计再

有个把月就能完工。”为了防止莲花万

佛尊出现裂纹，他拿起手边的喷壶轻轻

地喷着水，眼神专注，如同面对一个令

人疼爱的孩子。

辞掉“铁饭碗”拥抱雕塑梦

1986 年 ，22 岁 的 薛 继 美 从 山 东 轻

工美术学校毕业后进入淄博市园林局，

捧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也正是

从那时起，薛继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雕

塑创作路。

“做雕塑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参

加工作后，领导对我很支持，让我可以

潜心创作。”1986 年，薛继美的雕塑处女

作《母子鹿》面世，之后几年里，他先后

创作了不少雕塑作品，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1988 年，他的雕塑作品《光照万

家》在中国《城乡建设》杂志封面发表；

1992 年，作品《神之手》被淄博市政府选

做 淄 博 市 博 物 馆 建 设 纪 念 礼 品 ；1994

年，作品《黄河牛》被立在淄博市高青县

黄 河 岸 边 ，至 今 仍 是 当 地 的 代 表 性 地

标；1999 年，他凭借作品《未来纪念碑》

被原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授予“世

界华人艺术家”称号……

2001 年，薛继美辞去公职成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创业之路道阻且长，各项

开支全靠自己承担，“最穷的时候，我连

每月 1000 元的房租都付不起 ，尽管这

样，我从来没后悔过。辞职后我可以有

更多时间和空间进行创作，虽然日子苦

了点 ，但我是‘活着 ’的 。”薛继美回忆

道。2016 年，薛继美工作室入驻淄博职

业学院。2018 年，薛继美被淄博职业学

院 聘 为 产 业 教 授 ，解 决 了 房 租 这 一 难

题，他在雕塑创作之路上奔跑的步伐更

加轻松自由。

漫漫逐梦路 悠悠家乡情

淄博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曾作

为齐国的都城闻名于世。薛继美是地

道的淄博人，生于斯，长于斯，他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

仔细观摩他的作品，不乏齐文化的

影子。在薛继美看来，用传统的本地文

化元素与现代艺术结合，体现出的是对

本土文化的自信 。《泱泱齐风》《齐魂》

《源》等一系列齐文化主题作品，小到不

足一米的雕塑小品，大到几十米的城市

雕塑，尺寸、造型迥异，但主旨却相同：

展现齐国辉煌历史，弘扬齐文化。

当下，淄博市正在大刀阔斧地转变

发展思路，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指出，

要努力彰显淄博特色、淄博气质、淄博

品质，把现代理念、传统文化、本土元素

等充分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中。在薛继

美 看 来 ，选 择 合 适 的 地 点 树 立 几 处 雕

塑，能够让淄博特色更好地得以彰显，

“只有真正了解淄博的文脉历史，才有

可能在淄博的多元文化中找出真正属

于她的独有魅力，才能体现淄博气质。”

从业三十载 终不忘初心

对于雕塑，薛继美有着近乎偏执的

热爱。从业 30 余年来，薛继美已创作

雕塑作品 200 余件，从最初的草稿设计

到最后的成品完工，每一件作品都由他

独立设计制作完成。“拒绝复制”“要有

文化内涵”……这样的信念，始终融入

他的每一件作品中。在他看来，雕塑无

外乎就是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元

素的组合，造型可以简洁，内涵绝对不

能简洁，“每一件作品都要有它的思想，

内涵越丰富越好。”薛继美说。

这种偏执，源于他对自己的作品充

满了自信。而这自信的背后是一系列

的成绩：2006 年 4 月，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面向全球征集城市雕塑设计方案，薛

继 美 报 送 的 4 件 作 品 全 部 入 选 ；2011

年，作品《三人行》在全国 80 多件作品

中 突 出 重 围 ，被 济 宁 市 开 发 区 选 用 ；

2014 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薛继美的

《天地之声》作品入选，截至目前，这是

淄博市第一件也是唯一入选全国美展

的陶艺类作品。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不少同业

者因忍受不了寂寞和贫困，早已融入商

业化艺术中时，薛继美依旧身处清贫的

日 子 ，守 护 着 初 心 ，坚 守 着 艺 术 信 仰 。

“一个人应该有信仰，虽然渴望自己的

作品能变成现实中的城市雕塑，被人们

欣赏、认可，但违背创作意愿的事我不

会将就，相信我的作品早晚会实现它的

价值。”谈及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

薛 继 美 感 慨 道 ：“ 我 只 是 希 望 孩 子 们

‘吃’到的第一口‘奶’是有内涵的，希望

我 们 的 下 一 代 能 受 到 更 好 的 艺 术 熏

陶。”

正是因为有了薛继美们这样的坚

守，未来能代表淄博的城市雕塑作品才

真正可期！

（孙佳 杨玉峰/文 薛继美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