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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小区名叫伟东新都

站名却叫东八里洼

“一个外地朋友来，问我住
哪儿，我说伟东新都，但他坐公
交车却找不到。”30日，市民苏先
生表示，伟东新都附近的公交站
名是“东八里洼”。外地朋友一头
雾水，坐车根本找不到伟东新
都，这让他有点尴尬。“朋友还说
站名太土气，还以为是到了村
里，来了一看才发现是大型小
区，这种站名早该淘汰了。”

30日，记者在舜耕路东八里
洼站看到，附近已经是成熟的住
宅小区，有伟东新都、银丰花园
等，站台西侧即为伟东新都二
区。但是记者询问东八里洼在哪
儿，多数人却不知道。

“你是说以前的东八里洼村
吗？没有了吧。”市民马先生说，
这里曾经是济南市最大的“城中
村”。2002年底，被列为济南市重
点工程的八里洼地区综合改造
项目正式动工拆迁，整合了东
八、西八、张安三村后，在原来的
村址上建起了大型社区。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下井
庄、葛家庄。虽然公交站名叫“下

井庄”，但是附近已全部开发为
住宅小区，像康桥颐城、逸城山
色、舜兴花园、历山国际等。

“这里就是甸柳新村，而公
交站名之前一直是葛家庄，前段
时间市民反映后才在下面加上
了甸柳新村。”家住甸柳新村的
何先生表示，甸柳新村附近原有
甸柳庄、葛家庄，往西是马家庄。
后来居民楼建起来，逐渐形成居
民区。“葛家庄存在的时间可不
短，老一辈的济南人都知道，现
在年轻人只知道甸柳新村，根本
没听说过葛家庄。”

市民孔先生坦言，城市建设
太快，好多村庄都已经变成住宅
小区了，如果公交站名改成新名
字，导向性会更明确。

市民观点>>

用老地名命名公交站名

彰显济南的历史与文化

杆石桥、五里牌坊、老东
门……这些老地名、老建筑，随
着城市建设已经不复存在，公交
站名仍延续了传统。

曾是历史老师的市民孙女
士认为，以标志性老地名命名的
公交站名彰显的是济南的历史
与文化。“这里面有历史，可不能

改，改了济南人更不好找这些地
方了。”孙女士强调。

以五里牌坊为例，据《济南
府志》等史料记载，清朝嘉庆年
间，这一带有陈姓姊妹二人，家
中无兄弟，为孝养父母，姊妹俩
一生矢志不嫁，在双亲病逝后又
双双缢死于其母棺侧。当时的官
府被姊妹二人的节孝感动，在此
立牌坊。因此地距城五里，故称

“五里牌坊”。
“虽然现在五里牌坊周围，

已经多是富有商业气息的城市
综合体，与它原来彰显的传统
文化相去甚远，但你一说五里
牌坊，还是有那种济南人自古
以来秉承的忠孝精神在里面。”
孙女士感慨，即使这些地方实
物不存在了，也是一种记忆的历
史传承。

业内观点>>

公交站名具有稳定性

站点更名并不容易

据有关人士介绍，公交站名
命名有原则可循，可考虑的因素
众多。像站位所在地区、道路、街
道（镇）、政府机构、居委会（村）
的名称；站位周边公共设施、标
志性建筑物、文物古迹、旅游景
点的名称；站位附近立交、重要
路口等有利于确认方位的大型
市政设施的名称；公路、铁路、航
空、水路等交通枢纽站场的名
称；无特殊情况的采用街和路十
字定位命名。

一般情况下，省城公交站点
命名一般以济南市标志性建筑、

著名景点、道路名称或商业网点
进行命名。“站名需要具有长期
性和稳定性，城市的快速发展确
实使得一些站名名不副实。”济南
公交相关负责人表示，站点更名操
作起来并不容易。一个站点更名需
要考虑历史传统、市民乘车习惯
等，更改后会给市民出行造成困
扰。另外，站点更名还牵扯到公交
车站牌、报站名称、线路图等统一
变更,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其实，已经有不少老公交站
名随着时代发展退出了。“像四
里山、百货大楼、人民公园、跳伞
塔，这些站名早没了。”市民韩先
生建议，可以像“葛家庄”一样在
一些老站名后面加一个新名字。

“这样，既没改变老站名，又能迎
合一些年轻人和外地人的需求，
两全其美。”

本报3月30日讯（见习记者 王小
蒙） 市民袁先生反映，黑虎泉泉池的
栏杆出现松动，担心有安全隐患。天下
第一泉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便会维
修，提醒市民小心倚靠。

黑虎泉泉池三面都有石护栏，市
民袁先生发现东侧的一处护栏出现了
裂缝。“北侧数第二节石护栏有了松
动，我看到不少人倚在护栏上，一不小
心就会掉入泉池。”

黑虎泉的石护栏因为常年被人倚
靠，表面已经磨得非常光滑。北侧第二

节最上面的护栏出现一条宽不到一厘
米的裂缝，倚靠在上面会出现晃动。而
不少游客都会直接坐在泉池边的石护
栏上，看着有点危险。

据了解，天下第一泉景区安排了
专门人员对景区设施进行巡查。“基建
处的工作人员已经过去检查了，近期
将会用大理石胶补好裂缝。”天下第一
泉景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青石比较脆，时间久了难免出现裂缝。
她提醒市民小心倚靠，发现石护栏松
动及时告知景区工作人员。

黑黑虎虎泉泉泉泉池池石石护护栏栏松松动动
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维修

高高大大上上小小区区，，站站名名却却叫叫““洼洼””““庄庄””
一些公交站名太土气引年轻人吐槽

本报3月30日讯（见习记者 王小
蒙） 小广告这块“城市牛皮癣”可谓
无孔不入。家住鲁能康桥小区的张女
士大门上就被小广告贴了个严实。不
堪被广告骚扰，她多次联系商家和物
业部门要求清理，可小广告还是定期
出现在她门口。

“前两天我家的门都被小广告给
贴满了，粘的不干胶揭也揭不下来。”
家住鲁能康桥小区的张女士被小广告
扰得不胜其烦，她说，她家的门上被各
种投资、担保贷款、家政服务等广告贴
了个严严实实。“门牌上、门缝里，凡是
能贴的地方全贴上了。有小名片，也有
大的广告页，一天一个样。”张女士说。

对顽固牛皮癣颇为头疼的张女士
忍不住给广告商家打了电话，要求清
理掉她门上的小广告，可是商家却不
理会。“告诉物业人家也不管，只说让

保安加强巡逻。”张女士说，由于小区
八九成房子都租给了做生意的人，小
广告频频骚扰。

与张女士一样被小广告骚扰的居
民不在少数，不少开放式小区由于没
有门禁，小广告更是不受阻拦地出现
在大门上。在历山路某机关单位宿
舍，开锁的小广告就被贴在了门口最
显眼的位置。而在海蔚广场小区，李
先生也通过家门口安装的摄像头看
到，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二十个来贴
小广告的人。

记者了解到，小区物业大都不会
对进入小区的人进行阻拦，而即使在
巡查中抓到贴小广告的人也仅会警
告几句。对此有居民提议：“能不能在
小区设立一些便民广告张贴栏，把有
用的信息都贴在上面，这样小广告也
就不会胡乱张贴了。”

小小广广告告糊糊住住居居民民大大门门
居民打电话要求清理，商家却不理会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尹彧 刘艳

明明是高大上的新建小区，公交站名却带“洼”或“庄”，
年轻人觉得土气；明明已经不存在的地方，公交站名却依旧
沿用了老地名，外地人常犯糊涂。30日，记者采访发现，在城
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公交站名是该与时俱进还是该坚持传
统，确实让相关部门挺难办。

东八里洼附近如今已经变成了大型居住小区。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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