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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划定“泉·城文化景观”核心遗产区

8899个个遗遗产产要要素素
近近半半是是泉泉水水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共确定10大类遗
产要素类型

6日上午，济南正式启动了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报世
界文化景观遗产工作。要想成
功申遗，必须要充分论证泉·城
文化景观的价值。据济南市城
乡水务局局长翟军介绍，济南
通过泉水申遗价值研究，确定
了济南古城冷泉利用系统的价
值链体系，“包括泉水泉池、人
工河道、人工湖泊、人工渠系、
水闸、公共空间、街巷、宅院、园
林、寺庙10大类遗产要素类型，
共计89个遗产要素。”

在这些遗产要素中，有41
处都是泉水要素，“它们作为主
要水源，形成了城市营造层面、
传统层面和文化表达层面的相
关价值要素。”北京清华同衡规
划研究设计院历史文化名城所
所长闫照表示，同时它们的保
存状况相对比较完整，经过了
历史上多次持续改造和发展，
功能、文化特点方面延续至今，
保护状况也非常好。

大明湖、百花洲这两处，则
成为人工湖泊类的遗产要素。
在众多的遗产要素里，还有曲
水亭街15号等泉水宅院，体现
了泉水边的生活特色，也透出
了浓浓的老济南味儿。

泉和城是大型泉
水文化聚落孤本

对于济南的泉和这座城，

专家通过研究和比对，也得出
了自己的结论。翟军表示，专家
认为以济南古城冷泉利用系统
为核心的“济南古城名泉文化
景观”是济南聚落发展过程中，
基于济南岩溶水系统冷泉集中
出露所形成的特殊泉水环境，
经过人与环境的长期互动和演
进而最终形成的独特大型聚落
冷泉人工利用循环体系。

它集“导蓄”结合的城市水
利系统、丰富多样的泉水利用
模式、具有地域特色的泉水生
活传统、寄情泉水的文化审美
与表达于一体，是济南古城生
成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
济南古城历史空间格局形成的
重要基础，更是济南泉水文化
孕育发展的重要载体。

“它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聚落冷泉资源利用体系
的独一类型，凸显了济南人民
水环境治理与利用的高度智
慧，对今天人类尊重自然、合
理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
一文化景观也是现代化、城市
化进程迅猛发展中所剩不多的
大型泉水文化聚落孤本”。翟军
表示。

核心区外还有缓
冲区和环境协调区

翟军表示，通过泉水申遗
保护管理规划研究，最终济南
确定了核心遗产区163 . 68公
顷，缓冲区840公顷，环境协调
区1588平方公里。

“核心遗产区基本是围
绕明府城的古城范围，以及

向北到小清河的区域”，闫照
说。缓冲区则指的是济南明
清时期所形成的古城圩子壕
范围，同时这一次也将济南
全域1588平方公里的泉水涵
养区划为二类缓冲区，以保
证它大的泉水渗透和大的单
元的完整性。

据翟军介绍，结合管理主
体情况，济南将核心遗产区划
分为园区景区、城市河道以及
街区三大类，划定了大明湖保
护区、趵突泉保护区、五龙潭保
护区、护城河保护区、东泺河保
护区、西泺河保护区、小清河保
护区、芙蓉街—百花洲—珍珠
泉保护区以及将军庙保护区等
9个保护区。“通过对遗产要素
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提
出了针对性保护整治措施，形
成了相对完善的管理规划。”

围绕申遗，近年来，济南先
后编制完成了《济南泉·城文化
景观申遗价值研究》、《济南泉·
城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和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保护管理
规划图集》，拍摄了名泉申遗专
题片等，完成了申报国家文物
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的技术准备工作。

翟军表示，今年1月16日，
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组织召开了专家咨询
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济南
泉·城文化景观项目遗产定位
清晰，价值突出，链条完整，研
究分析充分，全面地反映了济
南古城的冷泉利用系统的独特
性和代表性，符合遗产要素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加快推进
保护管理审批进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遗产区范围内
还划定三大管理单元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每
一个遗产要素周围，都有着诸
多会对其造成影响的因素。“我
们针对遗产面临的诸多影响因
素，管理规划明确了相应的保
护措施。”北京清华同衡规划研
究设计院历史文化名城所所长
闫照说。

“首先我们划定保护区，明
确了保护要求，包括整个遗产
的89个要素，都划定了相应的
保护范围。”闫照表示，同时济
南在遗产区范围内还划定三大
管理单元，分为一类、二类缓冲

区，保证了城市建设在一类缓
冲区，以对遗产要素进行保护。

闫照表示，规划针对不同
的管理要素，也参照文物保护
的管理，形成了明确的负面清
单，在水质、出水位置和形态的
保护，泉池的材料和形状、汇水
面积、泉水功能延续、周边环境
的治理等方面，提出了非常严
格和全面的保护要求。

“举例来说，我们对泉水的
人工河道、湖泊、渠系、水闸、街
巷的保护，都提出了相关的要
求。”闫照表示，在此基础上，又
进一步将遗产保护对接了济南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对整
个遗产区的周边山体和水体环
境，高度控制、风貌控制都提出
了相关要求，并且纳入到历史
文化名城法定规划的体系中。

出台管理办法
保障遗产持续性管理

在对单个要素的保护基础
上，济南还完善了整个遗产管理
体系，“要出台相关的立法条例，
保障遗产持续性管理，同时出台
相应的保护管理办法，以及相关
的保护规划，来指导相关工作。”
闫照表示，此外还需要建立相关
的管理、协调机构等。

记者了解到，6日，“济南
泉·城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
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
文涛以及济南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忠林同时任组长。这一小
组的成立，也正是在保护规划
的框架下实施的。

对城市的保护
是申遗最大收获

“通过申遗，可以让城市得
到保护和发展。”7日下午的济
南泉水保护国际研讨会上，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阐释了他的观点。孙华表示，
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从那之后，丽江就走
上了升级改造的道路。通过升
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旅游人数成几何数量增长。

更重要的是，通过申遗，城
市得到保护。“我们100多个历史
文化名城都没保护下来，只有列
入世界遗产的丽江、平遥得到了
较好的保护，其他城市或是保存
了一条街，或者保存了几个点。”

孙华表示，对于济南而言，城市
特色也可以在申请世界遗产的
过程中保护下来。

“申遗时长长达几年十几
年，所以一定得重视这个过
程。”孙华表示。

具体到济南的申遗，孙华
认为，济南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泉水湖的系统性。此外，泉水之
间的历史街区得到了基本的保
存也是济南的优势。但济南的
劣势也同样明显，“济南市的特
色是山湖相对，山湖相映，但这
种景色已经看不到了，湖山景
观被高楼分隔”，因此，孙华认
为，如何打通视觉廊道是济南
在申遗过程中需要思考并且解
决的问题。“通过若干年逐渐控
制和治理，能够再现这样的景
色，就达到了申遗的目的。”

7日，记者从第二届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中了解到，为了“济南泉·城文化景
观”申报世界遗产，济南市已经划定了泉·城文化景观核心遗产区，在申报的过程当中，对核
心遗产区进行有规划地保护。

以申遗保护城市，使世界认识济南

每每个个遗遗产产要要素素都都划划定定了了保保护护范范围围
在划定核心遗产区后，济南面临的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核心遗产区、遗产要素等进行相应的

保护，保护的过程也是申遗将带给济南的最大收获。在这一方面，济南已经做出了规划。

划 分 为 园 区 景
区、城市河道以
及街区三大类

核心遗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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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明清时期所
形成的古城圩子
壕范围

济南全域1588平
方公里的泉水涵
养区

位于济南解放阁南护城河南岸的黑虎泉。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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