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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水河，蜿蜒千年，流淌着

即墨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情怀，

滋养着这片土地的烟火与生

机。如今，“墨河新语”栏目应

运而生，愿化作一座桥梁，联结

城市与你我；更愿成为一方平

台，记录变迁、传递思考、凝聚

共识。

  在这里，我们聚焦经济发展

脉动，探寻产业升级的创新密

码；关注民生百态，记录教育、医

疗等领域的点滴温暖；深挖文化

根脉，带你领略田横祭海的渔家

风情、古城的岁月韵味。墨河不

语，却以山川草木书写永恒；新

语有声，愿借你我之笔细描乡

愁。期待与每一位热爱即墨的

你相遇，共溯这片土地的人文脉

络，聆听时代回响，书写属于即

墨的崭新篇章。

  当绿皮车厢贴上“好客山

东”的烫金标签，“齐鲁1号”旅

游列车如一条流动的纽带，将

青岛蓝村站的百年铁轨与即墨

的山水人文悄然缝合。这趟开

往春天的专列，不仅载着游客

穿越齐鲁大地，更让即墨的网

红地标们褪去滤镜，在“快旅慢

游”的节奏里，将“想你的风”演

绎为一场关于城市美学的集体

共鸣，书写着属于当代人的情

感叙事。

风从山海间吹来

  在即墨的网红打卡版图

上，自然景观始终占据着灵魂

地位。

  这里既有崂山余脉的灵

秀——— 鹤山以“水鸣天梯”“击掌

鹤鸣”的奇幻景观闻名，登临可

俯瞰碧海青峦，感受道教文化的

千年遗韵；亦有马山地质公园的

鬼斧神工，柱状节理石柱群与硅

化木遗迹堪称地质奇观，被誉为

“袖珍式的自然地质博物馆”，与

英国的“巨人堤”、美国“魔鬼塔”

遥相呼应。

  若向往海岛野趣，田横岛

的碧波金沙与历史烽烟交织，

五百义士的悲壮传说为海浪增

添厚重注脚；而鳌角石村的茶

园新绿与天柱山的峭壁奇峰，

则让春日踏青的脚步沾染泥土

芬芳与山海灵气。

  更不必说，即墨温泉的舒缓

暖流与古城墙下的青石板路，将

自然馈赠与历史温度完美融合，

成就了“泉海即墨”的立体魅力。

  即墨的山水正以生态疗愈

重构都市人的精神图谱。

风穿过千年街巷

  如果说青岛的浪漫藏在海

浪与啤酒里，那么即墨的温柔则

藏在温泉氤氲的雾气与古城的

红墙黛瓦中。即墨古城，历经千

年沧桑，在复建中焕发新生。文

庙、县衙、牌坊群，以及青砖石瓦

的街巷，再现了“一城、两街、十

景、十三坊”的盛景。夜幕降临

时，古城灯火璀璨，宛如一幅流

动的“清明上河图”，吸引游客驻

足流连。

  古城的魅力不仅在于建筑

之美，更在于其“古韵+时尚”的

融合。民谣季、光影秀、非遗手

作体验等活动，让传统文化与

现代生活碰撞出火花。郎朗的

院子、娘本唐卡艺术馆等文化

地标，则为古城注入了国际化

的艺术气息。这里没有“网红

滤镜”的刻意雕琢，却在老酒坊

的酒香中，构建起可触摸的文

化磁场。 

  即墨的网红基因不仅源于

历史，更来自对工业遗产的创造

性转化。即将开园的1979文化

创意园，由始建于1979年的青岛

第十织布厂（青岛大元纺织厂）

老厂房改造而来。在这里，红砖

厂房、斑驳水塔被赋予新生命：

锅炉房变身咖啡馆，车间成了纺

织文化展览馆，涂鸦墙与工业设

备交织出“硬核文艺风”。

  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建，

而是让旧符号焕发新价值。这

种“修旧如旧”的改造理念，既

保留了城市的集体记忆，又以

开放式街区、沉浸式业态见证

老工业遗址焕发的新活力。

风栖于人间烟火

  仲春时节，府前西街的海

棠花雨引爆社交网络，几十余

株海棠构筑的粉色长廊，既是

视觉奇观，更是情绪容器———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人们

渴望在转角遇见美好，在朋友

圈收获点赞的同时，更完成了

一次心灵的短暂出逃。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这种情感共振在夜间经济中尤

为凸显。每当夜幕降临，七星街

夜市、北龙湾夜市迎来了属于它

们的“高光时刻”，铁板鱿鱼的滋

滋声与烧烤摊主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十元三双的棉袜与现炒的

瓜子花生在摊主的叫卖声中流

转，承载着最本真的生活美学。

即墨的烟火气，恰似墨水河生生

不息的流淌，在时光的褶皱里酿

成最动人的城市记忆。

  当“想你的风”拂过即墨，这

片土地不仅收获了游客的目光，

更展现出文旅发展的多种可能。

这些网红打卡地持久焕发活力，

得益于山海资源的天然馈赠，以

及人文底蕴的深厚滋养。如同四

季常新的海风，城市的吸引力，终

究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巧妙融

合，对自然与人文的精心雕琢，以

及对游客体验的真诚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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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字，作为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就像马车的俯视图，是用一横

一竖拉着两个轮子来表示的。一竖是车辕，一横是车衡，可以用人

拉，也可以用马拉，其实用价值显而易见。车的发明和出现，极大地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千百年来，无论是农用车还是战车，无论是

人力车畜力车还是油车煤车电车，车，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

步，从吱吱扭扭蹒蹒跚跚，到铁流滚滚风驰电掣，不断地影响着改变

着历史的走向和发展速度，引领人类不断向前，奔向未来。

  去年国庆长假里的一天，我慕名前往即墨灵山乡村记忆馆参

观，被林林总总的老物件们所吸引，尤其是其中各式各样的农用车

吸引了我的眼球。

  这些车是馆长吴显瑞先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村串巷收藏得

来的，里面有独轮车双轮车三轮车四轮车，有木轮车胶轮车铁轮车，

有牛车马车驴车鸡公车……每一辆(架)车的车身上都镌刻着岁月的

痕迹，浸润着劳动者的血汗，仿佛是一位位走过世间繁华阅尽人间

沧桑的老人，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令人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浮现出

一幅幅“车来车往”的鲜活画面。

  这些车，有的肯定上过前线，往抗日或者解放战争的阵地上送

过枪支弹药猪肉米面；有的肯定战过山河，在农业学大寨的田野里

冲锋陷阵建功立业；有的肯定进过青岛一类的大城市，运去瓜果蔬

菜，拉回棉花煤炭；有的肯定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村庄，但它载过土

粪庄稼柴草新娘孕妇孩童……

  这些车，其实也是即墨人艰苦奋斗的见证，是即墨发展壮大的

真实写照。即墨，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大县，演绎过田单破燕

田横殉节的壮举，奉献了崂山海上第一仙山的雄伟，助力了国际大

都市青岛的腾飞和辉煌，在新的时代，又驾驶着可持续发展的快车，

高歌猛进，一路杀进全国百强县并稳居前列，如今已成为青岛发展

的重要一极。

  时代的脚步铿锵有力，即墨之车滚滚向前。令人可喜的是，就

在灵山乡村记忆馆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2012年崛起了一座新

城——— 青岛汽车产业新城。据资料显示，汽车城总规划面积93平方

公里，按照“产城一体、组团发展”的理念规划了“一心、三轴、六区”：

“一心”是集商务办公、居住、商业及城市公共服务为一体的汽车城

服务中心；“三轴”包括沿204国道的产业发展轴、沿龙泉河的生态发

展轴和从青龙高速门户至新城核心的汽车文化轴；“六区”即汽车制

造西区、汽车制造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综合配套区、创智产业区

和城市功能区。

  汽车城先后吸引一汽大众、一汽解放、奇瑞汽车等多家知名企

业入驻，随着一汽大众华东基地和奇瑞青岛基地等项目的建成投

产，汽车城的发展一日千里。目前，已聚集包括四大整车龙头项目

在内的200余个重点项目，涉及汽车制造、研发和销售等多个环节。

2024年，汽车城的整车产量达到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

20%。2025年整车产量将突破5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占比可达到

30%。

  于是，乡村记忆馆所在地的大道上立即车水马龙起来：刚走下

生产线的解放牌大众牌奇瑞牌汽车崭新铮亮，牵引车挂车缕缕行

行，小轿车坐着托盘车成群结队，东奔西走，跑向全国各地。

  此时，记忆馆里的农用车一定会与汽车城里的新汽车隔空对望

互答——— 农用车一定会问，刚解放时毛主席说咱们国家一穷二白连

一颗螺丝钉都不能造，为何今天我的家门前就成了汽车的摇篮？新

汽车们一定回答道，老前辈们，正是有了你们的牺牲和奉献，才让今

日之中国扬眉吐气，中华民族正如您所愿，自立自强，繁荣昌盛，走

向复兴。

  即墨人开上了在家门口生产的汽车，跑进新时代的即墨之

“车”，将跑遍世界，跑向全球。

即墨之“车”

吴珊 于思玮◆
高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