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中，很多关心黄河的人
士提到，人们心目中或多或少存
在的对黄河“怕”，是制约当下黄
河旅游等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对济南黄河以北旅游开发
很有想法的黄河森林公园书记
王德刚说，黄河两岸旅游开发是
受黄委严格制约的活动，外围建
设也有一定的限制要求。“(景
区)建得早的就建起来了，建得
晚的就不让建，管得挺死。”王德
刚说，根据黄委要求，森林公园
每年都得写一次保证书，遇到黄
河来大水要无条件服从行洪防
汛的需要。

在黄河济阳段黄河大堤外
侧，建有一处徒河黑猪养殖参观
展示项目，占地约七八十亩，通
过组织各种亲近动物的活动，不
仅满足了游客的游乐需要，每到
节假日都聚敛起不错的人气，也
起到很好的宣传产品广告效果。
不过，尽管徒河黑猪项目不错，

但面积有限，缺少停车场等必要
设施，记者采访中适逢黄河河务
部门巡查，游客车辆面临无处停
放的问题。

经常在黄河边垂钓的济南市
民王金臣说，对黄河进行旅游规
划开发，实际意义远远超出旅游
本身。以打造沿河绿道来说，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很明显：栽下一
棵杨树5年即可成材，其间不需要
浇水、施肥。王金臣比较看好在黄
河滩上种芦笋，一次种下可收15-
17年，每年4-7月收割。目前，国内
种植的竹笋多数都高价出口到了
国外，根本不愁销路，这些项目可
与旅游结合，也不影响黄河防汛
行洪。

山东黄河经济发展管理局刘
海泉说，目前，山东黄河上共建成
9个黄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摊
子已经铺下，在政府不可能持续
投资的背景下，今后这些景区如
何实现自养，还没有办法。”

旅旅游游北北延延，，让让黄黄河河变变成成““城城中中河河””
黄河沿岸旅游开发还需要政府大手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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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黄河作为‘城中
河’来规划打造，济南北跨就
是一句空话。”山东盖世国际
物流集团刘志国说，济南北
跨应该产业先行，除了休闲
旅游业向北发展，物流、材料
制造，甚至行政中心也应该
适时考虑“北跨”。

记者近期采访中了解到，
实际上，文化旅游等大项目的
北跨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在
济阳县黄河古镇项目记者了
解到，总占地约3000亩、计划
总投资102亿元的该项目一期
主体已经落成。建有游客接待
中心、酒店、传统民居、文化旅
游体验区、枫桥夜泊体验区、
特色餐饮体验区等景观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提升济阳县旅
游文化产业的整体功能，助推
三产服务业的发展，为市民提
供一个游览、购物、休闲、娱乐
的活动场所。

济南市还正在打造新材
料产业园、鹊山龙湖项目(含
东方威尼斯项目)、华山湖开
发等综合性大项目，其中，新
材料产业园区将作为“北跨”
战略的桥头堡，推进城市跨
河发展的实现；鹊山龙湖项
目(含东方威尼斯项目)位于
济南北部黄河段内，规划范
围南起黄河大坝，北至黄河
二道坝，西靠李家岸干渠，东
至国道104线，总用地43平方
公里，其间有多条高速公路
穿过。其中，大型文化主题度
假区项目东方威尼斯占地
1500亩，预计一期将于明年
下半年竣工开业，建成亚洲
最大的水主题情景式互动乐
园集群，年吸引游客约200万
人次。另外，位于华山风景区
内的华山湖开发，也将为济
南黄河旅游风景线增添重要
一景。

一个“怕”字阻住黄河开发脚步 要把黄河当城中河来规划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著名
治黄专家李殿魁接受采访时说，
以前，黄河是一条人人谈之色变
的“害河”，“三年一决口，百年一
改道”是饱受其害人民的血泪总
结。但近六十年来，人民治黄、科
技治黄，已经将这段历史“送到历
史博物馆去了”，如今的黄河已经
成为山东人民的一条“富河”“利
河”，是一条非常安全的河流。

据李殿魁介绍，自公元前602

年至1938年约2500年中，共发生
1900多次黄河泛滥水灾，造成黄
河大的改道9次，小的改道26次。
现在黄河两岸的大堤，是按照历
史上黄河最大洪峰23000立方米/

秒来建设的，还增加了一定的保
险系数。

“因此现在的治黄思路应该
由防洪防灾为主，转向开发兴利为
主，发展两岸农业灌溉，大做现代旅
游休闲产业的文章。”李殿魁说。

根据李殿魁的建议，可借鉴
都江堰的科技在济南段黄河上建
设1 0 6平方公里的“济南堰”，在

“济南堰”上还可建设一座“三河
纪念塔”作为山东段黄河的标志
性建筑，游客站在塔上往下可以
依 次 看 到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黄
河——— 大清河——— 古济水三股水
从下面流过，取“一眼看三河”的
创意。可以为济南增加一个“巨无
霸”的黄河景观。如果建自来水
厂，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济南段黄河是世界少有，中
国唯一的资源，是济南巨大的水
利优势。当下济南黄河旅游具有
无限的开发价值。”李殿魁说。

专家设想

构建“济南堰”

打造巨无霸景观

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河专家李殿魁。

济阳黄河大堤外侧的徒河黑猪饲养项目兼顾了旅游功能。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近两年，尽管社会
各界对于开发黄河滩边
旅游的呼声很高，但是
实际上却迟迟不见动
静。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当下黄河旅游开发除了
要面临战线长、投资大，
部门之间存在欠缺沟通
等问题，还与很多人对
于黄河与生俱来的“怕”
有关。

日前，山东省政协
原副主席、著名治黄专
家李殿魁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在人民治黄
六十年之后，黄河作为

“害河”已是一个历史概
念，现在的黄河已经非
常安全。

本报记者 乔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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