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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年年““缩缩水水””三三成成多多
建筑物蚕食速度惊人，自然景观遭破坏

总体规划滞后

历史遗留问题棘手

记者从规划设计图中看到，一
级保护区集中在千佛山和佛慧山
景区，控制保护范围北至经十路，
东至二环东路，南至二环南路、西
至舜耕路，面积为21 .1平方公里。

按照规划要求，济南市园林
局对千佛山风景名胜区明确地
界，砸桩定线，确定用地性质，实
行严格保护。但在此之前，由于缺
乏必要的管理措施，景区内因开
山采石造成的山体破损情况严
重，局部地区未经规划的别墅开
发规模也逐渐增大。

据相关人士介绍，金鸡岭等
山体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
因造成的，总体规划滞后，部分土
地权属存在异议，山体屡屡遭开
发侵占。除此之外，对于拆除乱搭
乱建的违章建筑困难不小。

日前，济南市园林局提出要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大
千佛山周边环境整治工作，为景
区申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

级旅游景区创造条件。作为第二
个冲击5A的济南景区，景区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大千佛山风景名
胜区申请国家5A级旅游景区整
项工作进展顺利，已经进入申报
阶段。

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王
德刚教授提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是由住建部来认定，和5A级景区
相比，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主要是以
保护、涵养资源为主，侧重对文化
的传承，而5A级景区是在保护的基
础上，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刘雅菲

合同2022年到期

甲鱼馆老板不知要拆

近日，济南市园林局就加
强千佛山景区周边环境整治发
布通告，要求妥善处理鱼翅皇
宫建筑群、鼎厨等严重影响山
体风貌景观的建筑。

2 9 日下午，记者来到旅
游路沿线，从旅游路与千佛
山南路交叉口向东，道路两
侧都是绿树掩映，翠绿的山
体包围着道路，让人心旷神
怡。在接近旅游路与千佛山
东路交叉口的时候，道路南
侧出现了一些建筑物，有单
位的办公楼，还有足浴店，到
交叉口的位置就是皇宫大酒
店（原名为鱼翅皇宫大酒店）

和自留地甲鱼馆等饭店。这
些饭店都以黄色、红色为主，
在大山的一片绿色当中，十
分扎眼。

对于甲鱼馆或将被拆迁，
自留地甲鱼馆负责人荆女士表
示，并不知道此事：“我也是今
天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个地方要
拆迁的。”据荆女士介绍，这家
甲鱼馆大约2007年开始在这
里经营，“当时我们是跟林场签
订的合同，合同签了十五年，到
2022年到期，每年的租金是20
多万元。”

“我们在这里经营了这么
多年，都已经有自己的客户了，
而且当时我们光装修就花了
100多万元，如果要拆的话怎
么也得给我们个说法吧。”荆女
士说。而对于28日的公告，济
南市园林局暂时没有进一步的
解释。

建筑物不断蚕食

2012年启动三级保护

2012年济南市园林局在编
制《千佛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时，就提出近年来千佛山风
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几经变化，
1998年时千佛山风景区的规划
面积为1 8 . 2平方公里，而到
2012年成为11 . 9平方公里，缩
减面积达6 . 3平方公里。

“景区规划范围内现有建
筑数量大、建筑面积增加速度
惊人。”规划编制相关人员称，
规划前的调研发现，2008年规
划线内有52家单位，680处建
筑（总建筑面积达360896㎡，
总占地面积为 4 7 4 7 0 7 ㎡）；
2005年至2008年，建筑增加了
7 . 6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增加
1 . 9万平方米；2008年至2010

年，增加建筑2 . 51万平方米，
平均每年增加0 . 83万平方米。

不断扩大的建筑面积导致
景区规划内自然景观破坏严
重，局部区域生态恶化。为了加
强风景区内的人文资源和自然
资源的保护，根据规划，千佛山
风景名胜区被分为三级保护和
外围控制保护。

《规划》指出，一级保护区
占地0 . 59平方公里，安置必需
的步行游赏道路和相关设施，
严禁建设与风景区无关的设
施；二级保护区占地3 . 12平方
公里，可安排少量旅宿设施，但
必须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
设；三级保护区占地8 . 19平方
公里，有序控制各项建设与设
施，与风景区环境相协调；外围
保护控制区占地9 . 2平方公
里，限制增加对风景区建设不
利和对环境有破坏的项目。

“鱼翅皇宫和甲鱼
馆要拆？”29日，济南市
园林局发布的公告引
发热议。记者采访了解
到，自留地甲鱼馆负责
人对此并不知情，不过
对于不断被蚕食的景
区，2012年编制的《千
佛山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中，就提出保护
意见。由于总体规划滞
后，要想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困难不小。

千佛山景区

规划面积

景区周边的建筑物使“显山露水”大打折扣。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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