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眼观六桥水景映岱岳
本报记者 赵兴超

大汶河综合开发的迫切性，
受到市人大代表的高度重视，在
2010 年“两会”上，泰安市 11 位人
大代表提交的《加快大汶河综合
开发进程，建立泰安市大汶河文
化生态区、实现泰安依山拥河滨
水发展》的议案成为当年 1 号议
案。依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
说法，以大汶河为轴线实施集中
的综合开发，既可以极大完善泰
山大旅游圈，还可以盘活整个区
域的发展，将城市发展中心，特别
是旅游、文化、商住等产业重心向
大汶河方向迁移的规划，也在逐
步实施之中。

泰安有大山无大水，能游山
不能玩水，一直是游泰山逛泰安
的一种遗憾，是泰山大旅游格局
中的一个短板。人大代表冯殿齐
建议，大汶河两岸存在着璀璨的
大汶口文化、泰山姊妹山之徂徕
山、古老的博城遗址、丰富的温泉
等文化旅游资源亟待开发。这些
景点都分布于汶河两岸，较为集

中，以大汶河为轴线实施集中的
综合开发，既可以极大完善泰山
大旅游圈，还可以盘活整个区域
的发展。与泰山千古相连的文化
渊源，以及“两山夹一河”独特的
区位优势，决定了大汶河综合开
发的战略意义及现实意义。从泰
城 2020 年前的总体规划和城乡
统筹规划中可以看出，自津浦铁
路以东、京沪高速公路以南、徂徕
山以西、大汶口遗址以北之间的
区域，主要是泰城发展的预留区
域。而从目前泰城发展方向上看，
向北依山而建几无空间，南西空
间有限产业单一。因此城市发展
中心，特别是旅游、文化、商住等
产业重心应向大汶河方向迁移，
既符合各地城市拥河滨水实现新
发展的规律，也能解决泰城发展
只依山不滨水的问题，用良好的
环境集聚经济发展的活力，谱写
生态建市、生态兴市的新篇章。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政协
委员韩华军也提出，大汶河要充

分做足水的文章，根治水污染，创
造清新的水环境；建设大水面，创
造与泰山相匹配的水景观；科学
开发水资源，创造汶河水上旅游
线并挖掘大汶河的历史文化，恢
复部分汶河沿岸古城、古镇、古
渡、古村巷、古民居、古文字、寺庙
等历史文化遗迹。用现代科技手
段及艺术表现形式，如历史博物
馆、水幕电影、艺术晚会、群雕、森
林公园、白鹭栖息地等形式，再现
汶河远古人类的社会形态及生产
生活方式；收集整理汶河两岸的
民间习俗、故事、传说、艺术、生产
生活用具等，向世人展现古代的
人文风采。

挖掘大汶河鲜明的自然地理
与历史文化特色，突出与泰山、泰
城紧密相连、交相辉映的自然地
理关系，突出其孕育中华文明形
成大汶口文化与泰山崇拜形成泰
山文化的必然联系，成了大汶河
治理的首项要务。

2011 年，泰安市大汶河综合
开发工程建设指挥部全面加快实
施天泽湖二期工程，加快大汶河拦
蓄工程建设步伐，重点推进汶口 2
号枢纽工程建设，使大汶河成为泰
安市的水上观光带、绿色生态带、
文化传承带、快速发展带。

天泽湖二期工程在确保防洪
安全和正常蓄水的前提下，滨湖路
工程采取“堤路合一”的方案，参照
三级公路建设标准，建设滨湖路
25 . 5 公里，体现滨水休闲特色，沿
路建设 12 处小型水文化旅游景
点；对险工段采取工程防护措施，
平工段主要采取植物防护措施，做
好坝头节点绿化；同时用库区清理
出的砂石在泉林坝上游堆筑湖心
岛 7 处，在颜谢坝上游堆筑湖心岛
2 处，在这 9 处湖心岛上建设白鹭
等鸟类栖息地，营造自然优美的生
态环境和景观效果。泰安市大汶河
综合开发投融资管理中心主任侯
庆国介绍说：“大汶河综合开发已
进入开发、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新阶
段，面临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新的
机遇。"

指挥部将强化景区规划控制，
维护正常的开发建设秩序，努力做
好区片开发的文章，强化景区资源
的统一开发，实施旅游文化大项目
带动战略，积极争取实现初期开发
效益。侯庆国告诉记者，工程建成
后，可形成总长 8 . 5 公里、面积
7980 亩的大水面，总蓄水 3300 万
方；可形成“一眼观六桥”的泰安

“南天门”水景观，能有效抬升沿河
两岸“汶阳田”地下水位；可为宁阳
经济开发区提供生态环境支撑和
水资源保障；可以结合大汶河文化
遗址保护项目建设，带动当地旅游
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 2010 年底，作为大汶河综
合开发一期工程的泉林坝、颜谢
坝顺利建成蓄水，天泽湖大水面
景观完成。大汶河综合开发的意
见建议，正在逐步从纸面变为现
实。

自 2009 年 9 月 24 日开工以
来，为避免跨汛施工，克服导流难
度大、地质条件复杂，爆破任务
重，冬季施工难度大成本高等困
难，大汶河开发建设指挥部抽调
几十名业务骨干，吃住在工地现
场，强化施工管理，协调各方关
系，狠抓工程质量，确保工程加快

实施。在冬季施工中，采取大棚保
暖、煤电加温、棉被覆盖等特殊施
工措施，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二
是按时完成新增淹没区征地工作
任务。清障迁占是如期蓄水的关
键，库区淹没涉及 3 个区的 5 个
乡镇、11 个村，淹没区总长 15 公
里，淹没面积 1 . 3 万亩。由于历史
原因，滩区土地争议大、矛盾多、
情况复杂。经过近 3 个月的艰苦
努力，共新征土地 2180 亩，清点、
清理补偿乔木近 60 万棵，鱼塘 21
处 103 亩，关停砂场 22 处，未发
生一起上访和纠纷事件。三是确

保了按期蓄水。今年 6 月 6 日，泉
林、颜谢两个拦河坝 10 孔橡胶
坝、6 孔调节闸、上下游护砌等工
程全部建成，天泽湖如期蓄水。

2010 年 9 月 10 日，市委、市政
府在泉林坝举行了竣工和蓄水仪
式。目前两坝蓄水高度达到 5 . 5 米，
形成水面 1 . 3 万亩，静态蓄水 2500
万方，回水长度达 15 . 5 公里，大水
面景观已经形成，河道生态改善、
环境优化、翔鸟云集，再现了古来

“汶水徂徕如画”的景观效果，迈出
了泰城由“依山而建”到“依山傍水
拥河滨水”发展的第一步。

天泽湖如期蓄水，水面景观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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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亦滨水，旅游文化商住齐头并进
二期工程加速

旅游、景观、招商共舞

作为泰安的母亲河，大汶河自古以来就养育着泰安人民，历经岁月沧桑以及多次改道，大汶河至今
仍然为沿岸的农田水利、水产渔业、防洪灌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09 年，泰安市成立大汶河综合建设
指挥部，通过一期工程泉林坝、颜谢坝顺利建成蓄水，二期工程天泽湖景观完善，“一眼观六桥”的泰安

“南天门”水景观逐渐形成。泰安从“依山而建”向“依山傍水”的城市发展格局，随着大汶河开发的逐步
深入，也日渐形成。

俯瞰泉林坝。（资料片）

未来将建设的海滨大
道将在这里建成。(资料
片)

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