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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菲

黄河景观风貌带
打造文化博览园

2003年，济南提出北跨战
略，到现在有15个年头了。“从
起初的跨河到携河，再到规划
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这
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深化对黄
河认识的过程。把黄河的事情
办好，我们这座城市才能够真
正从大明湖时代进入到高质量
发展的大河时代。”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综合处处
长黄治修说。

在黄治修看来，让黄河成
为城中河，有许多工作要做，“首
先是要我们在心理上亲近黄河，
要了解、感知黄河，挖掘黄河丰
富的文化内涵，这样在黄河生
态资源的利用保护中我们才能

彰显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有哪些黄河文化是需要挖

掘和体现的？对此，济南市政协
常委、致公党济南市委常委、山
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
成认为，要建文化博览园，首先
要挖掘文化点，“黄河承载了太
多的故事和记忆，历史上李白、
杜甫、曾巩等都曾歌咏过鹊山
湖、小清河以及泺口古城等，这
些基本涵盖了名士文化、民俗
文化、治河文化、渡口文化、园
林文化、饮食文化，还有故事传
说。这些纪念地我们不仅要保
护好，而且在将来风貌带的打
造过程中，还要重点把它体现
出来。”

济南市政协常委、市社科
院副院长张华松认为，规划黄

河景观风貌带，应该营造一种
文化意义上的大格局、大气象。

“所以这个风貌带规模不能太
小，我设想应该界定在建邦黄
河大桥和济阳黄河大桥之间，还
可以适当地向上游、下游延伸。
这么长的一个风貌带，必须有一
个中心，这个中心非鹊山和华山
之间不可。”张华松表示，老舍先
生曾经有一段话，他说，“站在千
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
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
大河，是何等气象。也就是说鹊
华是能够体现济南大格局、大
气象的关键所在。”

综合黄河边自然条件
形成四季常绿三季花

济南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张
需东认为，现在黄河水量比较
丰沛，滩涂也比较多，在黄河滩
涂的利用上，要大力保护和建
设湿地，越多越好，形成一种
城在园林中、河在湿地中、人
在田园中的良好环境。同时，
还应该搞滩涂旅游，让人们
来到黄河以后，安全有序地
亲近黄河，亲近黄河的水，亲
近黄河的沙，融入到母亲河的
怀抱。

对此，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副高级工程师吕明娟表
示，“我们统筹考虑黄河的大
坝、滩涂和水岸线等重要因素，
构建连接黄河与农田和林业的
生态廊道，这样可以形成水网、
林网、田网相融合的田园景观。

在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我
们也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土壤、
气候等一些实际的情况，尽量
能够形成四季常绿、三季有花
这样一个五色斑斓的特色景
观。”

在黄河堤顶路方面，吕明
娟表示，黄河堤顶路从一定意
义上来说，是作为黄河生态系
统的一个支撑性的骨架，是
黄河两岸的生命线。“现状我
们的堤顶路是允许私家车和
小轿车通行的，在规划中它
将定位成一个慢行的道路系
统，集步行、自行车、马拉松
赛道和公交游览于一体，全
面 提 高 黄 河 风 貌 带 的 可 达
性。”同时在规划中，大堤以
内将主要是建设湿地公园、
进行生态修复，大堤以外是布
局大堤公园和城市公园，“这样
可以让黄河两岸的居民都愿意
到黄河边来游玩。”

鹊鹊华华之之间间再再现现老老舍舍笔笔下下大大气气象象
黄河大堤内建湿地公园，大堤外布局城市公园

日前，济南市政协就“挖掘黄河文化，打造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助力携河发展”开展了第六专题
“商量”。如何将黄河景观风貌带打造成一个“黄河文化博览园”？如何让两岸市民都更愿意亲近母亲
河？看看政协委员、专家是怎么说的。

黄黄河河两两岸岸有有许许许许多多多多““好好故故事事””等等待待展展现现和和挖挖掘掘。。（（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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