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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分析 

1．项目概况 

1.1 规划总纲 

1.1.1 项目范围 

徐家村景区项目位于招远市北部山区张星镇政府驻地东北 6公里，美秀顶西

麓的山谷中，南与口后王家毗邻，西与口后韩家交界，北与宅科、川里林家接壤，

村庄占地面积 120 亩。该村 1966—1975年为原徐家公社驻地，1975 年并归纪山

公社（今张星镇）。地势南高北低，三面环山。 

 

1.1.2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 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1991 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建设部，1995年） 

《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2 现状分析 

1.2.1 自然环境分析 

本项目地块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

均气温 11.5℃，年平均降雨量 671.1 毫米。春秋季节，阳光充足， 适于北方水果

生长；空气湿润而清洁。隶属于烟台市，与埠南张家村，孙家庄子村，欧家村，

宅科村同乡,依山傍水,山清水秀。地形以丘陵平原为主，主要以发展农业种植为

收入来源，区内经济作物经营良好。具有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基本条件。 

http://www.cnta.com/22-zcfg/lvbz/zyfl/ml.htm


1.2.2 区位交通分析 

徐家村位于招远市北部，北靠龙口市，南接开发区和梦芝街道办事处，东邻

玲珑镇，西壤辛庄、金岭两镇。目前，从招远区可以直接通过 S608 省道向贝到

达该项目区，从张星镇可以通过区内公路到达。 

目前只有 S608 省道和区内公路这两条道路与外界联系，景区交通的对外通

达性较差；公路沿线景观环境较差，道路标识指示系统也不够完善，对旅游点的

导引性也较弱，造成旅游点的心理可进入性较低；内部道路较为狭窄且地块之间

连接不畅。因此，在规划中应进一步解决对外交通连接问题，营造沿线景观环境，

完善交通标识指示系统，同时应系统地组织好内部交通体系。 

1.2.3 现状地形分析 

本项目的现状地块宽大、集中、多坡地，平坦的地块较少，旅游用地较为理

想。景区中部旅游资源集中，景区临河，可建设用地少，因景区有较好的区块整

体性和连贯性，有利于旅游项目的设置和交通组织。 

1.2.4 徐家村旅游区分析 

徐家村是目前胶东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各类型历史建筑最为齐全

的古村落之一，其中清末民初古民居 79 栋，保留完整、几乎毫发无损的徐天华

四合院堪称民用建筑的精华，是京式风格、东北风格与胶东风格的完美组合，其

木雕精细、砖雕叫绝，挑檐石采用青砖斗拱，屋梁屋笆编织精细，构造精美，处

处蕴含着丰富的传统建筑艺术。徐家村为世界著名品牌—“龙口粉丝”的品牌创

立者—以徐登墉为代表的徐氏（史称“洪泰”）粉丝家族的故乡，是中国粉丝之

都山东招远粉丝文化领衔者，至今在国内唯一保留龙口粉丝（纯绿豆）传统制作

工艺。 

1.2.5 周边景区景点分析 

招远旅游资源独特，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富有胶东特色的金矿文

化，商埠文化，商帮文化和民俗文化。素有亚洲第一金山美誉的罗山，藏金量丰

度，全国最具特色的仿宋淘金小镇特色鲜明。毗邻三个古村落各具特色：徐家村

古村野趣浓郁，景色秀丽，文化内涵丰富，成为旅游开发的热土。 

 



图 1  徐家村总体平面图 

 

1.3 资源禀赋及评价 

1.3.1 自然生态价值 

气候环境宜人。属温带季风气候区，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

充沛。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适宜人们休闲、度假。 

植被繁茂，山体绿化植被茂盛，经济作物以柿子树等为主，鸟语花香，适宜

景区的绿化、美化。 

背山面水，地形平缓。该区块地形平缓，起伏的丘陵、幽静的山谷构成了山

地乡野特色。背山面水，地块内大部分区域可见村内河流水景，以向阳坡为主。 

该区块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有城市稀缺的清新空气和绿色空间，可称

它是一个城市的“绿肺”，具有较好的自然旅游资源，适宜于健体、休闲度假、

生态、乡村旅游等旅游项目的开发利用，符合现代旅游开发的价值取向。 

1.3.2 历史文化价值 

徐家村是目前胶东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各类型历史建筑最为齐全

的古村落之一，其中清末民初古民居 79 栋，保留完整、几乎毫发无损的徐天华



四合院堪称民用建筑的精华，是京式风格、东北风格与胶东风格的完美组合，其

木雕精细、砖雕叫绝，挑檐石采用青砖斗拱，屋梁屋笆编织精细，构造精美，处

处蕴含着丰富的传统建筑艺术。地域文化丰富，徐家村具有商行历史，又是“王

氏粉坊，徐氏粉庄与龙口粉丝”的发源地，拥有特色的胶东文化、名人文化、商

帮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村内历代传承不旺盛，底蕴深厚却确实传承。总之，该村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丰富了徐家文化内涵，为旅游

开发建设奠定了人文资源基础。 

1.3.3 游憩价值 

区内自然资源丰富，呈谷深林幽、鸟语花香的山地乡野自然景观。背山面水，

地块内大部分区域可见村内河流水景，湖光山色，适宜游览和休憩。但是，山林

中水体稀少，目前山景略缺灵气。 

综上所述，徐家村在旅游发展方面基本设施不太完善。由于地理方位较偏僻，

比较鲜为人知。徐家村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原本盛气一时的粉丝制作工艺已被

慢慢遗忘，徐家后代也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再以为徐家后人为豪。 

随着时代的发展，落后的农业生产也被工业慢慢取代，村里的徐家后代只剩

为数不多的老人还留守在村落中，基础设施等发展条件也不断落后，可供旅游业

发展的基础设施寥寥无几，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限制。 

虽然该区块自然资源尚可，但资源品级并不高，不适宜开发单纯观光型旅游

项目，应凸现招远粉丝长久远的商埠特色，开发以度假、休闲、游憩、教育、追

忆历史沿革的综合性旅游产品。该区块地域文化深厚，可挖掘的与周边景区具有

差异性的文化单一，因此，应进一步挖掘文化，发掘文化“闪光点”。 

 

1.4 市场分析 

1.4.1客源市场 

◆客源市场分布：招远市区、烟台、青岛、济南、威海、大连等。 

◆客户类型：城市白领，商帮文化爱好者，企业，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学者、

创意产业群体以及学生群体等。 

◆客户群体特征描述： 

A．总体素质高，追求相对高的生活品质，追求喧闹以外的宁静安逸，希望



得到不嘈杂的生活。 

B．具有较稳定的收入。 

1.4.2 旅游市场调查分析 

1.4.2.1 本地客源市场主要特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作节奏

的加快，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运动、健身、休闲、游憩、度假正逐渐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胶东半岛已经从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长距离旅游向中短距

离的休闲度假、情景体验等自助式、特色型旅游转变；对单纯观光的意愿减少，

大多愿意选择安静、舒适、能与大自然亲近，同时又能享受到特色的游乐、观光、

美食、住宿以及文化的旅游目的地。 

但是，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招远本地市场的有效需求未能被充分

满足。 

1.4.2.2 外来客源市场主要特征 

由于招远已经具有有特色的度假旅游产品，目前外来客源的主要目的以观光

体验为主，大多选择招远比较有名的或是独具特色的景点景区，行程松散，消费

弹性较大。外来游客大多数停留 3 天左右，游览 3－4 个旅游景点，饮食相对本

地游客的享受性需求不同，注重胶东特色美食和小吃。 

1.4.2.3 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徐家村地区的旅游客源市场尚需以旅游景点的差异性建设为前提

进行市场细分。以开发个性化、有历史的旅游产品，来影响区域旅游市场 

2．SWOT 分析 

2.1 优势 

2.1.1 市场优势：客源市场潜力大 

胶东半岛不乏景区，招远市与烟台市也早已是旅游胜地，联动的合作势必将

胶东半岛的游客引入招远古村落，为徐家村带来潜力巨大的客源市场。 



2.1.2 资源优势：广袤山林俊美秀丽、农家风俗耐人寻味，特色文化

点睛之笔 

项目区内拥有原生态的天然植被，如桃林、柿子树林等，空气清新，环境幽

静。同时，古村比较幽闭，尺度宜人，现状几乎没有建设项目，开发程度低，给

旅游规划提供了自由雕琢的广阔空间，农家风俗淳朴好客，龙口粉丝特色鲜明。 

2.1.3 竞争优势：目前在胶东地区尚无此类的项目 

招远古村落在 12 年成功评为国家级古村落，招远龙口粉丝世界只此一家，

后代传人都保存完好，具有独到的文化特质优势。 

2.2 劣势 

2.2.1 市场劣势：旅游知名度低，品牌影响力较弱 

与周边景区相比较，有烟台蓬莱阁招远金矿等国家级旅游景区，与之相比古

村落竞争力薄弱，没有知名度。且项目开发启动宣传营销不足，缺乏名气和影响

力。 

2.2.2 资源劣势：资源品级不高，文化缺失 

现状整体风景较为平淡，景观资源品级较低，吸引力不够大，不适宜开发单

纯观光游览的旅游项目，需要较大投入，营造景区景观和主题氛围。 

本项目景区景点的文化涵盖较浅。可挖掘的个性化、特色化、时代感文化内

涵相对单一，且本项目地块内历史人文遗存遭到破坏。景区文化保护和修复难度

加大。 

2.2.3 竞争劣势：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上有所欠缺 

与周边的同类景区如招远淘金小镇等相比，徐家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尽

完善，交通道路及路牌路标、生活设施配套等相对滞后，前期需要较大的投入改

造，因此与同类产品竞争时相对处于弱势。 

2.3 机遇 

2013年 2月 21日,长期关注胶东地区历史文化的同济大学博士王建波,在作

了大量研究后,致信招远市委、市政府,建议将高家庄子村等四村申报省级历史文

化名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2013 年 5 月 2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公

布第二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的通知》上，烟台市招远市张星镇徐

家村被选为中国传统村落，此后，招远市着手成立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对上争取专项保护资金，同时抓紧制定保护规划，打造胶东半岛

传统村落群。在此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等保护性开发，以增加村民收入。（有

关专家指出，让村民从古村保护中受益，让传统村落活起来，文脉传下去，这是

传统村落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招远市政府正不断地向各优秀规划教授和高等教育研究院等有关机构寻求开

发保护方案。 

2.4 挑战 

村里 160多户人家，闲置大批房屋，留守下来的多是老人。空心化问题严重。 

古村落文化遗址中国各地丰富，徐家村拥有独具特色的粉丝制作工艺，可但内容

单一，没有完善的粉丝制作工艺和生产基础设施。由于地脚偏僻、专业知识缺乏，

导致宣传和营销手段渠道不畅，徐家村及其周边交通通达状况不完善。由于年轻

人都外出打工或定居外地，徐家村历史文化传承受到很大的挑战。 

第二部分 项目策划 

3．策划思路 

3.1.策划的出发点 

徐家古村销售的是古村山林中的商埠文化与古农村生活。不但要有生活，还

要有度假；不但要活得精细，还要活得理想；古风徐徐和商业文化并存。  

 

3.2 旅游区策划理念 

3.2.1文化理念 

徐家村——回归自然的旅游目的地，在蜿蜒的石板路上找寻全新的自己，在粉庄

中追忆历史的更迭，相拥山林草木，相伴朴实农家。 



3.2.2 经济导向型策划 

以规模型旅游进而发展食、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经济。以保存历史为前

提，注入新时代元素。 

1）以龙口粉丝的文化传承为主线的粉丝经济（参观、参与、销售、本村品牌销

售）。 

2）积极在保存历史建筑和原始风貌的前提下发开大中型集合吃、住、购、娱的

农家乐经济。 

3）与大型农家乐相呼应的其他小吃（特别是正宗龙口粉丝店内品尝、特色羊汤）

等店铺的招商开发经济。 

4）徐家村自产的水果售卖经济。（标准打包带走服务、现场吃的清洗服务等人性

化服务推出） 

5）发展与旅游集散地的交通（每日固定通车保证散客客源），与相关旅游目的地

的交通线路开发的交通经济。 

6）修建博物馆（博物馆可以少门票或免门票），但可以推售徐家村特色的造粉工

具模型的售卖、集徐家村历史、建筑和文化于一体的明信片、书籍（出版一

部或几部不同角度的关于徐家村全方位介绍的书籍）等博物馆经济。 

7）充分利用徐家村丰富的山林、植物资源，开发森林氧吧的休闲经济。 

8）聘请高素质的导游人员，提供独特且有感染力的导游讲解服务经济。 

9）以采摘苹果、柿子、山楂等水果的采摘经济。 

10） 可以在以后慢慢发展现有资源经济的前提下开发鱼塘垂钓等新经济。 

11） 开发植物经济，即大型、中型、小型徐家村盆栽的销售。附加 DIY 区域，

让年轻人自己种下他们心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小盆景，留下美好记忆。 

12） 引进胶东独特民间艺术及徐家村自己的手工艺品经济。 

13） 以养生为主题的养生娱乐经济。（汗蒸、按摩、针灸等形式） 

3.2.3社会导向型策划 

i. 徐家村的整体旅游项目如果可以实施开发、引入客源、发展经济，将会在

社会上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徐家村龙口粉丝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壮大，

更能够对胶东的建筑、文化等方面的传承作出特殊贡献。 

ii. 徐家村本身就拥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在名声稍微打响之后不仅



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来观景、游景，更会吸引热爱历史学、民俗学、地理

学、土木学、建筑学、旅游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学校来此考察学习。 

iii. 徐家村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未来在目标一步步实现、优化的过程当中，

必定会给最初的开发商、当地居民、周边地区等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iv. 为将来更多的申请保护、文化遗产等做好铺垫。 

 

3.3 旅游区开发原则 

同上述的预计达到的经济效益为开发前提，标注上述提出的食、住、行、游、

购、娱六个方面的的对应的开发原则。 

1 关键字——粉丝 

1）、在对徐家村龙口粉丝的整体开发中，最重要的是保证必须尊重传统工艺

的原则。保证原材料——绿豆的品质，注重后续工艺加工的各个流程的完整性。

无论的泡料还是打浆、晾粉等等各个流程都要手工进行。 

2）、最佳的观赏型开发地点则应为位于村中的粉庄旧址，有着无限历史的建

筑小院配合古老传统的工艺，是对徐家村龙口粉丝文化最佳的传承。 

3）、并加入同游客的互动环节，让游客可以近距离参与造粉的每个环节。加

入新时代的元素则可以在粉庄里设有关于徐家村龙口粉丝的历史、工序等介绍的

广播。 

4）、开发在距徐家村粉庄最近的房子和村口两部分，保留原有建筑特色和装

修风格，将其开发成正宗徐家村龙口粉丝的最大售卖商铺。 

5）、印刷精致且有收藏感的徐家村龙口粉丝宣传册，宣传册要免费，且每张

宣传册都留出可以 DIY 的区域，让收藏者可以抽藏独一无二的宣传册。这样他

们会更加在意，提高收藏价值。免费发放虽然会有一定的经济投入，但可以在自

助取放处设捐款箱——用于徐家村龙口粉丝文化传承的宣传用。 

2 关键字——农家乐 

1）、在建设大型农家乐之前选址很重要，要有徐家村的传统建筑特色，要保

证面积，最重要的是得到同原住户支持。 

2）、无论装修还是食宿在设计上都要具有古朴、徐家村、胶东特色。 

3）、除去对原住宅进行开发建农家乐外，也可以的徐家村的一角新建一个内



部稍现代化，但外形上尽可能靠近原有徐家村建筑的整体风格，不要显得突兀。 

3 关键字——小吃店铺 

关于小吃店铺的开发，位置当然要遍布整个村。 

1）、粉浆饭店——这将是最具徐家村特色的美食，配合应季菜品和其他粉丝

菜品。 

2）、徐家村羊汤——羊汤历久而醇，口味独特。既然是徐家村的特色也应将

其传承、发扬。 

3）、大众型小吃——特色店要和传统大众型相结合，游客大多都有品尝当地

特色美食的习惯，但太过于独特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此时传统大众都可以接受

的店铺就会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4）、超市开发——小、中型超市的开发很有必要。 

5）、饮品类——茶馆亦或是装修独具味道的咖啡 Bar，还远离喧嚣游客一个

温暖的午后时光，邂逅新的自己，邂逅清新自然。 

4 关键字——街边水果售卖 

1）关于开发街边的水果售卖，关键在于街边的休闲随意性，甚至无需店铺，村

口处、小巷中皆为好地点。 

2）水果品种以当地特色的水果为主，但也要有大众水果的供应。 

3）打包带走的生意会有，但想走大批量的售卖可能性较低，但还是要有。 

4）即食为主，单个销售或者半成品销售，卖的是服务。即，即使买一个也提供

清洗服务，瓜类切好，自制水果捞等边走就可以边吃的那种。 

5 关键字——交通 

1）关于开发交通，首先应考虑在距离村口一定距离的地方修建停车场。由于徐

家村位于招远市北的张星镇，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成功开发必行离不开源源不

断的客源支持。最初的客源来自于主动出击。主动联系烟台周边市、区的旅

行社、烟台周边的大学，开发独特的一日游路线等。 

2）同烟台市、区等交运公司联系，开发直达徐家村的直通车路线，早发晚回。 

3）同周边的旅游目的地联系，开发两个旅游目的地间的直通车路线，真正的互

惠互利。 

6 关键字——博物馆 



1）关于博物馆的开发，位置应选在村口。以展示徐家村历史风貌、传统文化、

徐家村龙口粉丝的历史与加工过程等内容为展览主体。门票可以免费。 

2）在门票免费的前提下，对于其前期投入不能一点儿成本不收回。因此要推出

博物馆的相应附属产品，即推售徐家村特色的造粉工具模型的售卖。 

3）集徐家村历史、建筑和文化于一体的明信片、出版一部或几部不同角度的关

于徐家村全方位介绍的书籍。 

7 关键字——森林氧吧 

1）关于森林氧吧的开发，位置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徐家村可谓三面环山，山林

除了果树外，山岚间的各种其他树木可谓种类众多。是森林氧吧开发的绝佳

位置。 

2）森林氧吧体现在亲近自然，按季节来讲：春来赏花踏青，夏来避暑遮阳，秋

来采果收获。开发登山路线、采摘园。 

3）森林氧吧是休闲的好去处，因此要同下面要介绍到的养生娱乐相结合，在山

中修建养生按摩院，提供汗蒸、按摩、香薰、针灸等项目。 

8 关键字——工艺品 

1）关于开发工艺品店，位置应遍布生个徐家村，售卖人集中在当地居民。 

2）可以是徐家村特色、胶东特色等。 

 

3.4 文化导入 

3.4.1 文化主题思想 

鉴于徐家村特有的特色资源以及文化风俗，设立四条文化线路： 

3.4.1.1双线平行： 

明线一：商埠文化 

关于徐家村的商埠文化能够发展起来并被记载，应该得益于徐家村粉丝生意

的缘起。优秀的粉丝打开商路，通过原始水路走向各个国家。因此，我们的商埠

文化设计还是要以徐家村粉丝为大的主体来进行。 

明线二：回乡寻根 

回乡寻根，寻的便是徐家村的根，徐家村粉丝的根。因此回乡寻根也同样以

徐家村粉丝为线索来进行的。徐登庸由于当年经商的缘由，其徐家村后人现居住



在外的占多数，想必他们必定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即使心里有回来的欲望也被

无从预知的现实所羁绊。趁此次对徐家村的来发，可以圆梦徐家村后人。 

3.4.1.2 暗线涌动 

其他特殊线路：回归自然线路 

以森林氧吧和果园采摘等为主要目的地，开发亲子互动游玩、养生按摩系列

等游玩项目路线。品尝独特美食，亲近自然。 

其他特殊线路：建筑 

小四合院的古老建筑是徐家的一个特色，同许多各派建筑一样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因此，很适合文艺青年们的青睐。走够了，停在某间静谧的咖啡 Bar 中，

静享时光。 

3.4.2 主题文化介绍 

招远粉丝： 

招远是“龙口粉丝”的发祥地和主产地，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一

千年前。极具代表性的绿豆粉丝生产，始自宋、明朝，兴于清代，盛于今朝。数

百年来，招远始终为中国第一大粉丝生产基地，约占全国总产量和出口总量的

70～80%，可谓“粉丝王国”独尊。而今，龙口粉丝已成为蜚声中外的驰名商标，

是一个荣获部优、国优和国际食品“金桂”最高奖项的世界名牌产品。“龙口粉

丝”自诞生以来，由于命名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本身固有的历史缺陷，长期以来品

名品牌之争、产地之争和经营上的无序竞争，致使招远的粉丝生产企业一度受到

困扰。因此，正本溯源，加大“龙口粉丝”发源地和主产地的宣传，保护传统名

牌产品，维护正宗主产地声誉已迫在眉睫。为此，极有必要对其历史资料进行系

统整理，编纂志书以彰显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初，招远县史志部门曾试图编纂

出版《龙口粉丝志》，终因条件所限，未能成行。而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下大

力气挖掘历史资料，广征博采，认真编修，终成《招远市龙口粉丝志》，其精神

可嘉，其成果可贺，其功绩可存。 

建筑特色： 

从进入徐家村开始，古老独特的石板路鉴证着历史的沧桑记忆；碎石块累叠

的院墙诉说着曾经的辉煌故事；房屋外形古典精致，雕花、雕刻掩映，是经典更

是繁华过往的记录者；闭合的小四合院是一个个缩影，如今仍然被传唱、传承；



略窄的小巷，蜿蜒深远，百年前的街坊邻里闲聊的场景历历在目；蔓墙而生的植

物同村里的百十课古树一同庇荫着一代又一代的徐家村人生养繁衍；这便是现存

完整，历史悠久的徐家村。 

3.4.3 主题文化应用 

商埠文化：商埠文化是有历史的通商文化，通过最初拥有产品——龙口粉丝，

和销售终端——外界、海外，所缺少的就是中间的渠道。现如今渠道多种多样，

最原始的商埠可能不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我们前辈的智慧。因此，通过景区的

设计，让更多的后人了解这种文化，记录这种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与精神。 

粉丝文化：在徐家村景区设计中要重点突出招远、徐家、龙口粉丝。因为这

是整个徐家景区的灵魂。并且通过景区的建设对传统造粉手工艺进行保护、传承

与发扬 

建筑文化：在徐家村景区设计中要完整保留且尽可能的按原来的样貌复原、

保护、修复。 

人文文化：勤劳、善良和朴实是扎住在村里一辈子的老人们身上最闪光的地

方，在景区开发后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的同时好的精神还是要

尽可能的保留。 

第三部分 项目规划设计 

1．功能分区和项目设计 

1.1 空间布局及功能分区 

根据本项目的主题文化定位和资源空间分布，结合地形地貌，本规划项目的

总体布局主要思路如下： 

 “T轴二组团三区块” 

 T 轴 

以徐家古村落的商埠文化作为主线，用贸易(TREAD)的 T字母作为旅游路线，

并且将景区用 T 字分成三个部分（见图）。确立以商为本，以粉为基，以古风为

风格的结合紧密，架构分明的主题产品。 

 二组团 

根据地形地貌和旅游功能空间主题特征，以区内干道为旅游交通主线，形

成两大主题化的旅游产品组团，分别针对徐氏烟华区和古风寻觅区进行开发运

营。 



 三区块 

结合交通状况、山体植被、可建设用地等条件，形成良好的功能空间结构和

游线节奏，分为入口区、商埠文化区和古风寻觅区三大功能区块。 

入口区位于本项目地块西南端，设置入口景观和接待配套设施，为景区主入

口；商埠文化区占本项目地块的西部，是徐氏粉丝和商业理念的展示景区，主要

由徐氏宗祠，徐天华故居，徐光嗣故居，商埠文化体验区，水上繁商展示区这些

商埠文化主题小区块组成；古风寻觅区位于本项目地块的东部，主要展示明清建

筑和生活风俗方式。由入口出发，向北依次游历。 

3.2 旅游项目及重要节点设计 

3.2.1 旅游项目 

3.2.2 重要节点设计 

3.2.2.1 主入口区 

文化体现及创意构思： 

本旅游区主入口的设计风格不同于一般旅游区夸张、彰显气势的设计特色，

而以商人的质朴明快为设计理念，以厚重木门、石路、植物造景为设计元素，营

造古朴、自然、舒适的空间入口。 

空间展示：河岸的平缓地块设置主入口，入口设置一扇古朴的木门，木门匾

额上书“徐家商埠古村”。以木门作为空间隔断，既确定了旅游区的范围，又自

然地引导游人步入旅游区，起着隔断空间与引导游人的双重作用。在周围植被繁

茂的环境下突然出现的古村落给游人眼前一亮的视觉冲击感，古朴与自然交相辉

映又互相融合，别有一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进入木门后，石路沿用古村落本来的青石板铺地；在入口引导景观的延伸

空间上设置一些用青砖堆砌的趣味空间小品和一个休憩凉亭，供游人停留、休憩。 

植物配置： 

植物配置以大乔木为主，辅之于灌木，大门口用金钱树作为点缀。大乔木

的选择以遮荫效果好、观赏效果佳的树种为主；灌木的选择上不但注重植物的景

观效果，还要注重植物的香化作用，营造暗香浮动、心旷神怡的空间。金钱树贴

合景区的文化内涵。 

3.2.2.2商埠文化区 



文化体现及创意构思： 

用蕴含文化品位的明清建筑、引人入胜的廊回设计、开放的特色餐饮和会所

以及徐氏古遗迹营造让游人无尽感慨的历史变换之感。 

空间展示： 

附图 

植物配置： 

保留并梳理原有植物，庭院和胡同中植以金钱树。 

 4.2.2.3古风寻觅区 

文化体现及创意构思： 

此处选取了明清人真实生活风俗为设计背景，用重现展览的方式景来表现主

题，凸显浓郁的胶东地域文化底蕴。佐以流行的农家乐旅游方式，将后山开发与

景区结合，给游客更多休闲游憩的选择。 

空间展示： 

附图 

植物配置： 

以原有植物为主，配置稍许竹子和草坪进行氛围营造，点缀以金钱树。 

 

 

功能区块 序号 项目设计 规划要点 

入口区 
1 主入口引导景观 “徐家商埠古村”标志 

2 生态停车场 停车场、小型管理用房 

    

商埠文化区 

3 徐春芝粉坊原址 徐氏龙口粉丝介绍 

4 徐氏名人雕像廊 介绍徐家的名人和奋斗之路 

5 集散小长廊 用于人流集散、交流 

6 徐氏烟华引导隔断 上书“徐氏烟华” 

7 在商言商会所 
明清会馆建筑风格，会议用房、庭院、设置插

花台、小吧台等 

8 徐登墉粉坊原址 古法制粉丝展示，游客体验 

9 食粉吧 特色餐饮 

10 龙口粉丝引导隔断 上书“龙口粉丝天下馋” 

11 观景阁 放眼古村 

12 徐氏祠堂 徐氏特有商帮文化 

13 徐氏景观小品 商帮出船，植豆制粉主题小品 



14 香港风云阁楼 徐氏粉庄香港分店的风云史 

 15 水上商贸中心 模拟水上商贸 

 16 商帮文化小楼 介绍中国古来有之的商帮文化 

    

古风寻觅区

区 

17 明清诗主题景墙 文化景墙、明清诗文化 

18 吆喝廊 明清商贩走街串巷叫卖的吆喝小品 

19 家居馆 介绍、展示明清生活物件 

20 书画长廊区 书法作品长廊、古书信古书展览 

21 大碗茶 跑商特色大碗茶 

22 花香谷通道 
在后山谷里遍植桃花，设置山水小品和喷雾装

置 

23 生态果园农庄 后山柿树园，体验农庄生活 

24 “童叟乐”游憩区 儿童娱乐、老年健身设施、业主手印小品 

25 “竹林风”休憩区 休憩平台、观景平台 

3.3 入口、园路及标识解说系统 

3.3.1 入口 

综合考虑旅游区道路布局、人流方向等诸多影响因子，强调旅游区的可达性、

均好性、便捷性和合理性，同时保证旅游区的完整性和管理的便利性，本组考虑

设置 1个主出入口以及一个次出入口，以利于集散人流和限制车辆入内，具体位

置于沿河岸南端大路口。景区主入口位于商埠文化区附近，设置入口管理用房和

生态停车场；各入口设置入口标志，形成良好、醒目的入口形象。 

3.3.2 道路 

根据本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等实际情况，依存已有的道路设计。主要分两种，

分别为电瓶车道路和步行道路。 

电瓶车道路：电瓶车道能为旅游车所用，用青石板铺地。主要连接入口区沿

河主路。 

步行道路：游步道用青石、卵石、碎石等材料铺地，建筑群内为石板台阶，

后山区域为登山步道，与周围景观环境融为一体。 

3.3.3 标识解说系统规划 

标识解说系统包括全景图、导游图、景物介绍牌、导向牌、路标、标识牌等

传递信息的标志。具体分下列几种： 

名称标志——标志牌、设施标牌、树木名称牌等； 



环境标志——旅游区全景图、导游图、停车场导向牌等； 

指示标志——方向指示牌等； 

警告标志——限速标志、禁止入内标志等； 

解说标识——景观介绍牌、小品介绍牌等。 

第四部分 基础设施规划 

4.1 旅游配套交通体系规划 

4.1.1 对外交通 

目前，只有 S680 省道和镇里的公路可以通达至本旅游区，旅游交通的对外

通达性较差。因此，为方便至旅游区的交通联系，亟需新修、扩修原有部分县乡

道路，新建、修建与主要干线公路的连接线以及与其他各类景区之间的畅通连接

通道。 

公路沿线景观环境较差，道路标识指示系统不够完善，对旅游点的导引性较

弱，造成旅游点的心理可进入性较弱。因此，应整治、改善公路的沿线环境，完

善道路标识系统，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4.1.2 内部交通 

依据自然地形和各个分区游览需要，在旅游区内部规划新建电瓶车道路和游

步道。路面材料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 

4.1.3 停车场 

根据游览路线组织、景点设置和交通工具停放的实际需要，旅游区内共规划

设 1个停车场、2个停车点： 

在入口区的主入口附近新建一个环保型生态停车场，主要供自驾车停放。停

车场按生态化要求设计，设置绿化停车面和绿化隔离线，并设停车线、回车线。

停车场建筑造型应充分考虑明清建筑文化特色，同时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 

在沿河主路和 T字横路交汇处新建两个停车点，主要供电瓶车停放。 

4.1.4 交通服务 

由于自然地形限制，旅游区内大部分景点只能由游步道相连，少量景点有电

瓶车车道通达。旅游区内交通方式主要由清洁环保的电瓶车提供统一服务。自备



车应在指定停车场停车，不允许进入旅游区停留。 

加快对交通标志牌的建设，完善交通标识指示系统。规划建议在 S608省道、

镇里公路及通向旅游区的乡道上设置中英文旅游区指示牌，指示牌的颜色、外形

区别于一般交通标识，做成具有旅游区自身特色的标识，统一纳入道路建设规划，

并抓好组织实施；同时，配套各种的辅助设施如路灯、路标等，外观设计大方、

简明，方便自驾车旅行。 

4.2 环卫设施规划 

4.2.1 厕所 

规划在旅游区内共设置 3 处独立的生态型公共厕所和若干个卫生间。主入

口、电瓶车停车场、景区中心处各设一处；另在所有游览建筑内设卫生间。 

4.2.2 垃圾收集与处理 

在旅游服务设施及游线沿途设置垃圾收集点，在游步道两旁设置垃圾箱，每

200米间距设置一个。垃圾箱设置外观要整洁、环保，数量充足，布局合理、美

观，造型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结合周边景观环境设计成小品，使其既能满足功能

需要，又能融入周围环境。 

4.3 消防安全规划 

在不破坏山林景观的前提下，结合游步道在生态果园农庄花香谷等重要地段

设置防火隔离带在防火道上种植耐火树种。 

强化火源管理，结合旅游区的实际，设立专门吸烟点、烧烤野炊点，划定防

火区、禁火区，重点地段要醒目树立禁烟禁火标志。 

加强游客和从业人员的消防意识宣传，对管理人员进行消防知识专业培训，

做好消防工作的机构、制度、设施、日常检查、预案制定等工作，完善消防安全

网络体系，严格用火管理制度。 

结合旅游区的实际情况，建筑与山林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尽量降低对建筑

物的安全威胁，确保旅游区的森林防火和建筑防火，保障风景环境得以永续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