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齐鲁鲁之之门门规规划划高高度度降降9900米米？？没没这这事事
市规划局：建筑高度等指标均为法定内容，从未调整或变更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魏
新丽） 24日，济南市规划局发
布公告，对有关齐鲁之门高度变
更的报道进行辟谣。此前，有媒
体称齐鲁之门规划由238米下降
至148米，市规划局对此表示，规
划高度从未进行过调整或变更。

21日，市规划局公布了齐鲁
之门B1和B2建设项目的批前公
示。根据公示，齐鲁之门双子塔
的高度最终确定为148 . 3米。因
此，有媒体报道称，齐鲁之门双
子塔高度曾经定为180米，后来
改为238米，现在下降了90米。

齐鲁之门项目位于西客站

片区，由绿地地产(济南)有限公
司投资开发。该项目两栋超高层
分别位于B1、B2地块内，沿西客
站片区中轴线对称布置。在此前
的媒体报道中，建设方绿地集团
负责人曾表示，齐鲁之门项目业
态涵盖238米超高层地标双子
塔、5A甲级写字楼、独栋商业、高
端公寓，能够满足未来办公配套
的置业需求。

因此，此次公示的高度
148 . 3米，被不少市民误认为
规划进行了调整，引发了社会
的强烈关注。24日，市规划局发
布《关于“齐鲁之门”项目有关

情况的说明》，对高度变更情况
进行了解释说明。

前期，市规划局组织编制了
西客站片区城市设计导则，并经
过多次专家论证与社会公示。设
计导则对齐鲁之门超高层的高
度提出明确要求：规划建筑主体
高度控制在180米左右。

2013年7月，市规划局依据
西客站片区城市设计导则出具
了齐鲁之门所在地块的规划条
件；同年11月，建设单位签订了
该用地的土地出让合同，合同
约定齐鲁之门超高层建筑主体
高度为180米左右。

2017年3月，建设单位向规
划局申请办理该项目的规划许
可手续。规划局依据城市设计
导则、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对申
报方案认真审查并履行批前公
示程序。方案中超高层建筑主
体高度为175米，结构高度为
148米，符合土地合同约定要
求。建筑主体高度是指基于城
市景观和风貌的考虑，超高层
建筑室外地面至建筑顶部的高
度；结构高度是指出于消防等
功能需求，建筑室外地面至屋
面面层的高度。

市规划局表示，在该项目

规划审批过程中，从城市设计
导则编制、规划条件出具到方
案审查，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严格履行法定程序，该项目的
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
指标均为法定内容，不存在随
意调整或变更的情况。

关于近日部分媒体提到的
齐鲁之门原建筑设计高度为
238米一事，规划局未发布过相
关信息，也未接受过相关采访，
具体出处不详。在此也提醒广
大市民，在关注具体项目规划
信息时，应以规划部门依法审
批许可和公示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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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刘双媛） 记者从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获悉，根据济南市拆违拆临工作的统一部署，本周末，姚家街道、文东街道、历
下交警大队、历下区城管执法局将联合执法，对旅游路开元隧道东、西口上方2000平米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集中拆除。届时，开元隧道将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希望市民绕行该路段。

具体封闭时间为：25日22时至26日6时，开元隧道南侧东、西口封闭施工；26日22时至27日6时，开元隧道北侧东、西口封闭施工。据了解，此次行动拆除的户外广告包
含在之前姚家街道上报的任务台账之中。

““手手机机以以后后就就是是我我的的一一个个伴伴儿儿””
老年大学开设智能手机班，25位老年人尝鲜儿

眼下，智能手机已成为年轻人的“标配”，对老年人来说却像是一个鸿沟，割裂着他们与年轻人的
联系。这不，济南25位老年人组团学用智能手机，在给自己找乐的同时，也在缩小着与社会的差距。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吴亚娴

学了一个小时
会发送表情了

“长按住表情，选择添加，
点击笑脸后找到红心，点一下。
嘿！找到了！”22日，在山东老年
大学中信分校的教室里，66岁
的杨雅伦边重复着老师教的步
骤，边用手指一下一下点击着
屏幕，看到喜欢的表情收藏到
了自己的手机上，老杨握着手
机开心地笑起来，赶紧给每个
微信群都发送了一个“你好”的
动图表情。

“你怎么弄的，快来教教
我，我怎么找不到红心在哪
里？”看到老杨成功地在微信群
里发送了表情，坐在旁边的老
高赶忙拿着手机请教。在其他
课桌上，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凑
在一起，捧着手机研究着。

这是老年大学的智能手机
一年级班，共有25名学员。79岁
的杨国香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
员，他和老伴一起来报名，为
此，孩子还专门给他们购置了
新的智能手机。老师每讲一句，
他就认认真真地记在笔记本
上。“一周才上一次课，人老了
记不住，写下来回去自己琢磨
琢磨。”

一小时的时间里，老师只
给老人们讲了如何发送表情，
如何添加自己喜欢的表情。“老
年人接受起来可能有些吃力，
所以尽量细致地讲，让他们尽
可能去理解。”

老周并不像其他学员一样
热火朝天地讨论怎么使用手
机，而是皱着眉头盯着屏幕一
动不动。“不行，我学不会跟不
上，老是问人家会不会烦了？要

不然我不学了。”她悄悄地给班
长老刘说。

“那不行！我还是零基础呢，
大家都这样，有不懂的咱们一起
问。”老刘鼓励着老周，两人凑在
一起捧着手机相互交流。

“现在，手机基本上是人手
一个，但很多老年人只会打电
话发信息，其他功能不会用。
为了满足老年学员的需求，我
们在今年开办了这个班。”山
东老年大学中信分校办公室于
主任说。

不会用智能手机
感觉像被孤立

在网上得知开设了智能
手机这个班级，老杨第一时间
就报了名。在他看来，手机像
是一个鸿沟，把他和年轻人割
裂开来。

“不会用手机，就跟傻子一
样。”老杨虽然退了休，但经常
参加单位的饭局，有的年轻同
事凑在一起，聊得开心了就会
面对面建群，大家输入号码，就
成了一个群里的人，这让老杨
非常尴尬，因为他并不懂如何
去应用这个软件，像一个局外
人，看着其他人兴奋地在群里
聊天。

他捣鼓了半天还是不明
白，也不好意思问别人。“我是
学电子专业的，光黑白电视都
组装了好几个，怎么就弄不明
白手机呢？”老杨觉得，一个手
机给了他很多挫败感。

老周也有相同的感觉。她
跟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一家六
口人生活。可到了饭桌上，孩子
们聊天、抢红包，玩得很开心，
不懂手机的她实在难以融入。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有时
候觉得自己很孤独，就出去找
朋友聊天解闷。”可是，很多跳

广场舞的朋友们都建了自己的
微信群，大家在群里聊天，甚至
通过微信群聚集，这让老周觉
得自己又被孤立起来。为此，老
周觉得自己必须学一学。

“有一次去市场，我发现卖
煎饼果子的都用二维码收钱，
真觉得再不学就要落伍了。”老
杨说。

老杨想要学习智能手机，
有着独特的理由。他们的孩子
在国外，平时只能通过视频聊
天跟孩子们交流。“最基本的功
能会用，可再复杂就不行了，上
次不小心点了一个按钮，怎么
都看不到视频了，把我急得不
行了。”

怕惹孩子烦
不懂也不敢问

讲授智能手机课的老师
王鹏说，他在上课时明显感觉
到，很多老人虽然拥有非常高
端的手机，但对手机有恐惧
感。“他们怕自己碰了以后会
出问题，比如被骗了钱，或者
把手机弄坏了，所以非常小心
翼翼。”

老周在家时想向孩子们请
教怎么用手机，孩子们教了一
遍以后，老周再问，明显感觉到
孩子们的不耐烦。“我看他们累
了一天躺在沙发上，也不好意
思再去烦他们，以后我也就不
再问了。”

不少老人都表示，孩子们
在讲解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时
多会表现出不耐烦，有的是因
为实在太忙，有的干脆就说，

“你怎么这么笨？”为此，老人
们也不敢向别人请教。“自己

的孩子都不耐烦，别人会不会
更烦？”

坐在杨国香后面的学员老
王说，手机让她找到了“伴儿”
的感觉。“我在南方有个同学，
她一个人生活，身边没有亲人，
我们就一起聊聊微信、发发照
片，还打语音电话，一天的时间
过得也很快。”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张洪
英说，年轻一代在外打拼，陪在
父母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但
子女始终是老人的寄托，子女
们应该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
多与老人沟通。”

老高也觉得，有了微信，自
己去看看文章，在群里瞎扯几
句，日子过得也很充实。“不打
扰儿子了，要不然多惹人烦！”
可是，在他的通讯录中，儿子却
是他唯一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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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正在研究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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