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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辉

济州古城年底开建
概念性规划首度公布

任城区素有“运河之都、济
州古城”的美誉，是运河沿岸的
一颗璀璨明珠。济州古城项目
是济宁市重大文化旅游项目，
对于挖掘济宁市历史文化内
涵，打造运河特色文化旅游古
城具有重要意义。

济宁市伟光汇通文旅公
司总经理周啸尘介绍，济州古
城项目位于南张街道内，地块
西至西外环路，东至济安桥
路，南至金宇路，北至枫杨路
和任城大道，总占地约1863
亩，规划可出让建设用地面积
约1388 . 7亩，总投资约55亿
元。

项目建设周期为自项目开
工之日起5年，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分3-5期建设。投入运营
后，一年预计带来游客500万人
次。目前项目区征收已完成
95%，概念性规划即将定稿，正
在进行引水工程建设和项目供

地工作。项目计划7月奠基，年
底正式开工建设。

济州古城在功能布局上划
分为“一核、一环、两轴、三
区”——— 一核为古城传统文化
展示核、一环为大运河文化体
验环、两轴为横向发展轴和纵
向发展轴、三区为古城休闲度
假区、生活配套服务区和运河
民居博览区。

济州古城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挖掘济宁市历史文化内涵，
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古城，发展
壮大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
文化旅游景点设施和旅游服务
配套项目及特色风貌居住区，
将古城打造成济宁及周边区域
文化旅游集散中心和文化旅游
产业引导的新型城镇典范项
目。

再现“江北小苏州”
原汁原味明清味

济宁地处大运河中段，又
是“运河之都”，“济州古城”怎
样建设才能做到“一枝独秀”?
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顾
问何法祥认为，第一要着眼重

塑济宁“运河之都”的地位，力
争形成运河沿线古城建设的至
高点；第二要突出地方特色，坚
持把复古、仿古、扬古、创古有
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原汁原
味、原名原姓地再现明清时期

“江北小苏州”的建筑景观，再
用现代元素进行嫁接改造。能
让“运河总督河院署”进城更
好。

济宁因河兴市、因河兴商，
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儒”和

“商”在济宁得到了融合发展，
形成了“诚信为本、礼仪为先”
等经营理念。

“水文化是济宁运河文化
的灵魂。700多年前，京杭大运
河穿城而过，全国各地从事漕
运、管理、经商、贸易和生活居
住的精英，把不同信仰、生活
习俗和建筑风格带到了‘运河
之都’，形成了融南汇北、承东
纳西的多元文化景观。打造生
态水系是‘济州古城’的最大
亮点，南方园林建筑，应该是

‘江北小苏州’的重要体现，诚
信、仁义、包容、多元文化是古
城建设的本质要求。”何法祥
说。

济州古城年底开建，目前项目区征收已完成95%

55年年后后，，““江江北北小小苏苏州州””里里看看美美景景
1日，济州古城与运河文化研讨会举行，总占地约1863亩的济州古城将于年底开建，目前项目区

征收已完成95%，概念性规划即将定稿，正在进行引水工程建设和项目供地工作。 全全国国质质量量强强市市示示范范城城市市

曲曲阜阜全全力力筹筹备备验验收收

1日下午12时55分，济宁首批退伍老兵在兖

州火车站踏上返乡的列车。退伍老兵们与战友

告别时，握手、拥抱、击掌，简单的动作似在诉说

着彼此珍重，两年的军营时光如同电影画面般

在脑海中回放。

本报见习记者 潘宇 通讯员 孙雷雷 摄

济州古城局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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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3日讯 (记
者 李蕊 通讯员 张跃)

1日，济宁市创建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工作推进会在
曲阜召开。曲阜市已向国家
质检总局提出了验收申请，
正在筹备验收事宜。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
有23个城市被国家质检总局
命名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
城市”。目前，山东省有青岛、
东营、聊城、济宁、烟台、曲
阜、诸城等7个城市经国家质
检总局批复同意创建，其中
青岛市于2015年8月通过验
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正式
命名，曲阜市也已向国家质
检总局提出了验收申请，正
在积极筹备验收工作。

2016年3月，济宁市第5
次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组

织开展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
范城市工作。2016年10月，济
宁市的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
范城市的申请，通过国家质
检总局组织的材料审核、申
述答辩和专家论证等重要环
节，于2016年12月20日被批
复同意列为“全国质量强市
示范城市创建城市”。至此，
济宁市完成了争创阶段的任
务，正式步入创建的行列。

济宁市将建立质量安全
重大事故报告制度，并对预
包装产品、进出口食品等重
点产品质量安全建立有效的
追溯体系。此外，济宁市还将
建立完善“12345”、“12315”
等质量投诉信息平台和社会
质量监督员制度，有效调节
和处理质量纠纷，探索建立
质量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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