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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王河：菏泽新城的聚能环
她的生机，让牡丹城找到了圆心，

文化资源、商业资源，各类社会资本开始聚集，形成向上的聚积效应
文/本报记者 姚楠 陈晨 实习生 袁慧 片/本报记者 邓兴宇

城依水而定，亦因水而兴。在菏泽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沿赵王河有市级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商务中心，而这三个中心心又构
成菏泽城市发展的核心。毫不夸张地说，赵王河就是菏泽的“聚能环”，她聚起横跨新老城区的交通要道，聚起连片的的公共空间
和文化资源，并将这“能量”向外辐射，菏泽东部新城正奋力崛起。

河上交通网，让城市数倍扩张

“曾经，赵王河以东就是农
村。”家住赵王河边的张丽丽说，
2000年之后，赵王河附近才渐渐有
了人气，“虽然与更早之前比，人流
渐渐增多，也渐渐有商业气息，但
和现在相比差的太多”。

当时的赵王河是菏泽城市东
扩的天然隔离带，河西物资东输、人
员去往城东只有中华路、双河路可
走，中部缺乏连接道路，宽阔的河面
阻断了城市的更大发展。城市扩张、
往东发展，出路就是跨出赵王河。

“城市要向东发展，毋庸置疑，
必须修桥，由桥梁作为纽带，完善
交通体系，促使土地增值，进一步
打通两岸经济发展。”时任菏泽市
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科长(现为副调
研员)的曹振华亲历了赵王河的改
造，他认为赵王河的改造、修桥通
路更大的意义在于城市的长远发
展。

仿照世界名桥建造的八座市
政大桥，有的像振翅欲飞的海鸥，
有的像扬帆远航的大船，横跨赵王

河两岸，且各自对应一条城市主干
道，并肩负起连通两岸的重任。丹
阳路桥是最好的例证。丹阳路桥修
建、丹阳路改造贯通，东来西去的
市民不用再绕道中华路，这不仅有
效缓解中华路、双河路的交通压
力，而且对构建东部新城与老城区
的10分钟交通圈功不可没。此外，
现在的丹阳路穿过牡丹路、太原
路、和平路、华英路、人民路等主要
道路，沿途有商家店铺、家具城、饭
店、药店、诊所、洗衣店、娱乐城，有

的路段已形成专业市场，直接带动
和平路、华英路和人民路的开发。

其他市政大桥莫不如此。一座
桥梁意味着一条新路，城市路网发
达，商贸流通顺畅，城市因此而繁
华，百姓生活因此而更富足。

赵王河就像一条纽带，连接起
新老城区，菏泽城也因此突破了外
圆内方的格局，到2020年的规划用
地也将扩展到74 . 8平方公里，菏
泽正从鲁西南的小城镇向颇具规
模的现代化城市迈进。

沿岸公共场馆建设，聚起新商业中心

赵王河沿岸公共场馆的建设，
促使新的商业中心快速形成。

2007年8月1日，菏泽大剧院开
工建设。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建设
中，菏泽市政府在城市中段、赵王
河西岸拿出了240亩地用于公共场
馆建设，这种极有远见的做法虽然
损失了一些土地收益，但为公众提
供了大量的公共空间。这一区域公
共空间的增加，促进新的文化中心
形成，城市商业中心也从东方红大
街一带移到了中华路、和平路、华

英路一带。城市格局，因此而改变。
借着环境带来的人流量，大型

综合性商场汇聚，菏泽商业集聚地
在此形成已可以预见。

2011年的圣诞节，当西方人在
金融危机的笼罩下，冷冷清清地度
过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时，菏泽人
却在用购物的方式“狂欢”，或者说
是菏泽的商家在用营销迎接洋节。
这天晚上，受商场打折促销活动的

“诱惑”，城区许多家庭“倾巢而
出”，涌向和平路与中华路交叉口

附近的银座、茂业、恒泰等大商场，
人流量之大甚至让市区交通一度
瘫痪。

赵王河以东有无限商机，越
来越多的商人看到这一点。2008
年，江苏大元置业斥资3亿元，拿
下了中华路与华英路交叉口往南
的地块，又陆续投资7亿元用于建
设住宅和商场。赵王河经济圈的
辐射带上，今年10月份即将开业
的新苏天美百货商场将会和银座
商城、茂业百货形成综合大商场

三足鼎立的形势，菏泽商业史的
新篇章即将开启。

“‘单店不成市’，有竞争才有
市场的繁荣。”国贸中心总经理张
烈十分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他认
为，菏泽消费能力充足，而大型综
合商场较少，“市民想消费却找不
到消费的地方，这里的商业投资环
境已经成熟”。此外，商业的聚集将
会使其影响力扩大，吸引的将不仅
仅是菏泽城区几十万消费者，还将
有八个县城的“潜力”。

这儿滋养文化之美

在官方的跨年音乐会上，河边
的大剧院是菏泽的“维也纳金色大
厅”；在平常日子里，赵王河公园和
大剧院广场又是戏迷歌迷们的草
根舞台。美景激起了人们的文化情
怀。赵王河不仅聚集起交通要道、
商业资源，还聚集起文化资源，让
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现代与传统
文化之美。

1月7日，菏泽市2012年新年音
乐会在大剧院举行，中国青年交响
乐团为菏泽市民奉上了一场艺术

盛宴，宾客如云、气氛高雅，演员们
高超的技艺征服了观众，演出结束
后，纵然表演者多次谢幕，台下依
然掌声阵阵，久久不散。

每天下午，退休老人胡慈亮
和他的歌友们都会在新天地公园
里放声高歌，红歌、流行歌曲、戏
曲，一首接一首地传出，赢得了不
少忠实的“粉丝”。“新天地音乐广
场”乐队规模从四五个人发展到十
几个人，成为赵王河边的一道亮丽
风景。

从丹阳路到黄河路，110公
顷的文化中心区里，除已建成的
大剧院、演武楼外，还规划布置
博物馆、艺术馆、科技馆、图书
馆、规划展览馆等大型公共设
施，不同场馆分别承担起所要承
担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文化
中心区日益壮大。

冀鲁豫纪念馆的建成，让菏泽
人铭记历史；大剧院的落定，为菏
泽人走出家门看先进文化提供平
台；第11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比赛在

演武楼举行，武术之乡有了展示舞
台；静静安顿在河岸边的鲁西南的
民俗博物馆，则展示了祖祖辈辈的
生产生活方式，要留住本土文化的
根，展厅里标有数百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地图，让人真切体会到
菏泽千年古城的历史厚重。

饱览千年历史的古河旁，古色
古香的亭台楼阁与恢弘大气的现
代建筑交相辉映，历史与现代在这
里相互交融，一同承载起上千年文
化的传承发展。

▲菏泽东部新城正在快速
发展。

▲传统
民俗展。

商业发展。

▲东部城市路网。

一座桥连
通一个主干道。

▲连片房产开发。

现代的
音乐会。

公共休
闲场所。


	P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