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城城再再现现““四四门门不不对对””，，消消失失
风貌带色彩以白色、青灰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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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仨城城门门将将重重新新标标注注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喻
雯 实习生 张钰钗） 济南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始集思广
益啦。28日，记者从济南市规划
局获悉，即日起至11月27日，市
民可以通过电话、电邮或信函等
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自1986年获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以来，济南在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名城保护工作也
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为了对
济南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更为有效
和具有针对性的保护，2014年9
月，济南市规划局委托北京清华
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济南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济南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广大
市民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在
规划报送审批之前，济南市规划
局通过济南市规划局网站、济南
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将规划草案予
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5年10月
28日-11月27日，市民可在公告
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
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联系电话：
0 5 3 1 - 6 6 6 0 5 3 8 2 、0 5 3 1 -
66605355；E-mai l : gh jghch@
163 .com；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
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济南市
规划局F区635室。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征民意啦
意见建议征集日期截至11月27日前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已通过了专家审议，目前正在报
送审批。古城区作为保护的重中之重，将如何重现“四门不对”的
城垣格局？历史城区将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国棉一、二厂等工业遗
存将如何建档保护？5条文化展示线如何串起济南的文化廊道？消
失的街巷如何设标示牌……28日，记者结合规划做了详细解读。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钰钗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钰钗

济南历史悠久，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独特，如何
做好这些文化空间的保护？规划要求，全面梳理济
南历史上存在的城门、庙宇等公共建筑以及历史
地名等历史信息的相关资料。建立历史信息标识
系统，设立标示牌标注已消失的历史公共建筑、传
统街巷路名等相关历史信息。

此外，保护与历史城市空间格局密切相关的
重要公共设施，包括清巡抚衙署等现存重要公共
建筑，对于历史城门、城墙遗址等已消失的重要信
息，结合现状条件采用标注、格局展示等方式进行
多手段展示。

规划中指出，历史城区历史文化遗产以价值
展现为目标，构筑多主题展示体系，注重名城展示
与泉水体验的有机结合。推动舜泉周边环境整治
与展示工程，完成舜泉泉水直饮点的建设工程。形
成历史城区六大历史文化展示主题区：大明湖山
水环境主题展示区、趵突泉黑虎泉泉水园林主题
展示区、护城河泉水渠系主题展示区、明府城传统
风貌展示区、一园十二坊近现代建筑主题展示区、
山东大学近现代建筑主题展示区。

结合分期实施规划，按照六大展示区，同时充
分利用历史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文化景观、文
物古迹、优秀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
文化资源形成多元展示游线。

消失的街巷将有标示牌

建立历史信息标识系统
根据规划，历史城区的面积为

16 . 03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古
城保护成了重中之重。

东、西、南、北四处济南古城门，
如今在济南只能看到北门“汇波门”
了，现在位于大明湖的东北角。其他
的三个城门齐川门、泺源门、历山
门，如今只留下了地名的记忆。在此
次规划中明确要求：重新标注“四
门”。规划中指出，要保护古城护城
河环绕、四门不对的城垣格局特征。
保护和延续古城内街巷南北向贯
通、东西向联系的街巷格局特征，不
得随意改变古城内街巷走向和位

置。保护历下亭—巡抚衙门中轴线，
及文庙、贡院、府署等重要公共建筑
布局，保护古城内外珍珠泉、趵突
泉、黑虎泉三泉鼎立的格局特色。

何为“四门不对”，这些都是过
去济南民间传说的老话。四门不对
是指济南旧城的四个城门东西、南
北互不相对：明代重修后所设四门，
东曰齐川门而偏北，南曰历山门而
偏东，西曰泺源门而偏南，北曰汇波
门而居中。东门即现在的老东门东
关大街位置，南门、西门即现在南门
桥、西门桥位置，北门即现在的大明
湖的北水门。

古城区重现“四门不对”
已消失仨门将重新标注

商埠区不得增设高架桥

规划中指出，保护历史城区
周边与古城山水格局及人文环境
密切关联的卧牛山、华山、鹊山、
标山、凤凰山、北马鞍山、粟山、匡
山、药山、千佛山、五顶茂陵山、英
雄山等山体。保护山体的主要景
观面，加强次要景观面的保护。

保护历史城区周边与古城山
水格局及人文环境密切关联的黄
河转弯段、小清河、工商河、西泺
河、东泺河、广场西沟、广场东沟、
羊头峪西沟、羊头峪东沟等河流及
华山湖、北湖两处湖泊。水体沿线
结合周边城市功能设置亲水驳

岸，开辟滨水活力空间。
严格保护历史城区周边千佛

山—华山、华山—鹊山两条看山
视廊。控制视廊内建筑的体量及
色彩，避免体量和屋顶尺度过大
的建筑以及大量高彩度的色彩对
视廊内视觉景观造成破坏。

对堤口路、趵突泉北路、黑虎
泉西路、文化西路、泺文路、青年
东路、朝山街、佛山街、千佛山路、
历山路、经十一路、千佛山东路、
马鞍山路、千佛山西路采取四类
保护措施，不得随意砍伐行道树，
不得进一步拓宽道路宽度。

千佛山—华山、华山—鹊山

两条看山视廊控制建筑体量

历史城区的周边风貌被划
分为三类控制区，每个控制区
内建筑的色彩、特点等都有了
明确的要求。

具体来看，一类风貌控制区
包括古城及环城公园、山东大学
西校区（原齐鲁大学）历史文化
街区及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
风貌区、经二路及经四路两侧50
米范围内等。新建建筑禁止使用
对古城和商埠区色彩造成冲突的
高亮度、高明度色彩，建议采用低
明度、低彩度的白色、青灰色系。
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

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历
史文化街区、经二路及经四路两
侧50米范围内建筑界面宜采用
彩度明度较低的浅灰、浅褐色系
作为主体色。

二类风貌控制区包括圩子
壕范围内地块、大明湖以北至
北园高架地块，为古城风貌协
调片区，建筑色彩宜采用白色、
青灰色系，屋顶色彩宜采用灰
色系。三类风貌控制区包括商
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以
外的地块及古城、商埠区过渡
地块，以现代风貌为主。

风貌带呈现啥色彩

白色、青灰色系为主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济
南市市域范围内现有市级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375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2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51处。

记者了解到，此次划定
无影山区、刘家庄区、魏家
庄区、古城区、二环东路区、
牛旺庄区等 6处地下文物
保护区。严格按照《山东省
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要
求进行保护，基本建设工程

应当避开地上、地下文物丰
富的地段。

此外，规划要求积极保
护济南工业文明，保护工业
遗产，规划确定 21处济南
近现代优秀工业遗存，主要
有国棉一厂、二厂等，建立
近现代优秀工业遗存档案。

编制相应的保护规划，
明确近现代优秀工业遗存
的生产空间、工艺流程以及
相应生产工具与空间、流线
等要素的保护要求与措施。

济南有6处地下文物保护区

国棉一、二厂将被建档保护

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类
型丰富、数量众多，应建
立全域保护的框架。市域
层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形
成“一核、五廊、十片”的
整体格局。

一核，是以历史城区
及其周边为核心的中心城
区。五廊，是市域范围内与
济南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的
五条文化遗产廊道。具体
包括：胶济铁路文化遗产
廊道、小清河文化遗产廊
道、玉符河文化遗产廊道、
绣江河文化遗产廊道、黄
河文化遗产廊道。十片，是
市域内与济南核心价值密
切相关的十个遗产聚集

区。具体包括：洪范池文化
遗产聚集区、榆山街道文
化遗产聚集区、方峪文化
遗产聚集区、灵岩寺文化
遗产聚集区、摩崖造像文
化遗产聚集区、华山文化
遗产聚集区、云台寺文化
遗产聚集区、三涧溪文化
遗产聚集区、相公庄镇文
化遗产聚集区、朱家峪文
化遗产聚集区。

记者了解到，规划中
依托市域文化遗产廊道，
还规划了胶济铁路文化展
示路线、小清河文化展示
路线、玉符河文化展示路
线、绣江河文化展示路线、
黄河文化展示路线。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格局

“一核、五廊、十片”
古城区、商埠区划分 5条历史文化廊道，10个遗产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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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区作为另一大重点保护对
象，规划中也做出明确要求。保护商
埠区小格网街巷、中山公园居中的
格局特征。商埠区内不得随意增减
道路，不得变更现有道路红线宽度、
走向，不得增设高架桥。

重点保护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
统风貌区，保护区内小网格街巷的
格局特色、街巷宽度、走向，保护和

延续风貌区内近现代建筑风貌特
色。保护商埠区内街巷的断面尺度，
沿街建筑高度应与传统街巷协调。

此外将划定商埠区一园十二坊
区域为济南传统风貌区。风貌区范
围北至通惠街、南至经四路、西至纬
八路、东至纬三路，面积约45公顷。
传统风貌区内将采用小规模渐进式
的保护更新模式。

泉城风光（资料片）

五龙潭景区（资料片）


	C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