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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来济宁市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的重要惠民工程，
位于太白湖新区的济宁市文
化中心已具雏形。随着工程不
断推进，四大场馆渐渐露出真
容。目前，群众艺术馆、图书馆
外幕墙工程和室内精装修工
程基本完成；博物馆正在进行
内部精装修和策展工程施工；
而位于最南端的美术馆，自高
空俯瞰，也已显露出荷叶造
型。除博物馆外，三座场馆预
计明年年初竣工并试开放。

历时两年多，济宁市文化中心四大场馆展露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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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最终建成什么样？
针对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济宁
市城投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超和项目工
程部经理孙猛就相关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

城市的“山水客厅”
文化交流重要窗口

记者：项目进展如何，何
时能投入使用？

孙猛：文化中心项目选址
在太白湖新区太白湖湾东侧，
包括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博
物馆、美术馆以及与之配套的
文化商业商务设施和高地公
园，共分三期开发建设。其中
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外幕墙工
程和室内精装修工程基本完
成，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博物馆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
和策展工程施工；美术馆外幕

墙工程已完成60%室外景观
完成85%。除博物馆外，三座
场馆预计明年元旦全面竣工
并进入试运营阶段。

记者：项目在整体规划上
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超：文化中心规划定
位为城市的“山水客厅”，依
托太白湖及其公园绿地良好
的自然资源，将自然的大格
局引入到建筑群当中来，并
融合为统一的整体。该项目
不仅是集“收藏、研究、培训、
创作、娱乐、购物”等功能于
一体的文化中心，也是公众
绿地休闲的大自然公园，是
城市和自然交汇，文化与生

态融合的城市客厅。既方便
市民使用，又满足市民多方
面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成
为展示济宁文化和对外交流
的重要窗口。

鲁锦、画像石元素
场馆兼具地方、时代特色

记者：四座场馆均由不同
的设计公司设计，各有千秋。
您认为各个场馆最大的设计
亮点是什么？

孙猛：群艺馆外墙采用
织网状石材百叶，营造类似
于“鲁锦”手工编制的质感，
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图书馆

设计了向外悬挑犹如博士帽
一般的铝板屋顶，透过旋转
渐变的木色百叶、文字肌理
的书架墙，赋予图书馆深厚
的文化韵味。博物馆立面设
计采用干挂砖红色陶板，通
过简洁明快、气势磅礴的造
型及济宁画像石文化图案的
运用，体现时代性与地方特
色。美术馆以荷叶状大屋顶、
公园、水景、庭院，以及可灵
活使用的展厅，吸引市民自
由进入的回廊为空间要素，
打造公园般的活力空间，使
市民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感受
到自然之美。

本报见习记者 褚思雨

建设中的文化中心。

本报记者 张清直 摄

场馆内部装修中
元旦即可竣工使用

国庆长假期间，位于太白
湖新区运河路东侧的济宁市
文化中心建设工地上，一片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远远
看去，四座“高大上”的场馆显
得格外惹眼，每一幢建筑都彰
显着济宁文化的丰厚底蕴。群
众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三
座场馆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
美术馆外幕墙还在紧张施工
中。

3日下午2点，工程车进进
出出伴随着各种机器轰鸣声，
工人们分工有序，有的在绑扎
钢筋，有的在操作设备吊装外
幕墙。“目前美术馆外幕墙工
程已完成60%，计划10月底前
完成幕墙工程。”济宁文化中
心项目工程部经理孙猛介绍，
美术馆为钢框架中心支撑结
构混凝土现浇屋面板，外装、
内装多道工序正一起进场施
工，以确保元旦顺利进入试运
营阶段。

目前，除美术馆外，群众
艺术馆、图书馆外幕墙工程和
室内精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正
在进行细部收尾和清理工作；
博物馆外幕墙工程施工完成，
施工人员已开始精装修和策
展工程施工；室外景观完成
85%。前三座场馆预计明年年
初进入试运营阶段，向济宁市

民及游客敞开大门。
据了解，文化中心项目

选址在太白湖新区太白湖湾
东侧，包括群众艺术馆、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与之
配套的文化商业商务设施和
高地公园，共分三期开发建
设。总建设用地面积580亩，
其中文化设施用地358亩，商
业服务用地面积2 2 2亩。文
化场馆部分总建筑面积约
1 3 . 7 万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21 . 39亿。

该项目集“收藏、研究、培
训、创作、娱乐、购物”等功能
于一体，把多方面文化资源整
合到一起，强调文化建筑之间
的功能互补、文化建筑与商业
商务建筑之间的功能互动，既
方便市民使用，又满足市民多
方面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成
为展示济宁文化和对外交流
的重要窗口。

高支模、高拆模
科技应用亮点纷呈

“四座场馆自设计之初，
就根据济宁地区的历史文化
积淀，和各场馆实际需求，融
入了许多功能。”济宁市城投
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刘超表示，文化中
心是集“文化、商业、旅游”高
度融合、充满活力的城市客
厅。

以群众艺术馆为例，该

馆一层及二层设有夹层，是
以艺术创作、艺术制作、艺术
培训、艺术展示为核心功能，
以艺术输出、艺术服务为辅
助功能的现代化地方群众艺
术馆。场馆立面设计采用双
层幕墙体系，外侧横向石材
棍百叶幕墙、内侧大面积玻
璃幕墙，强调内外一致性，结
合内部空间与功能构成形成
虚实对比、简洁大方的现代
风格。外墙则采用织网状石
材百叶，营造类似于“鲁锦”
手工编制的质感，将群艺活
动功能特色与地方特色文化
贯穿于丰富灵动的空间之
中，体现建筑为群众艺术服
务的本质特色。

而 图 书 馆 建 筑 面 积
29316平方米，地上5层，2层
及3层设有夹层，内设报刊阅
览区、数字资源体验服务区、
视障读者服务区、学术报告、
政府信息查询区等11个功能
分区，是一座集借阅图书、展
示、孔孟研究一体的综合图
书馆建筑。博物馆建筑面积
27237平方米，地上4层，2层
及3层设有局部夹层，是集历
史、艺术和人文为一体，包涵
收藏、研究、展览、教育和休
闲等功能的综合性、现代化
地方博物馆。美术馆主要功
能则是集收藏、展览、研究、
美育和休闲功能为一体，展
示现当代美术艺术作品(以
国画和书法作品为主)的地

方性专业美术馆。
济宁市文化中心项目各

场馆内部多为高大空间，最大
跨度42米，最大净高32米，高
大模板支设总计18处，最大支
设高度29 . 6米，高支模及高拆
模是本工程的一个施工难点。
孙猛介绍，高支模、大跨度桁
架、支撑胎架、劲性结构、自密
实混凝土等在常规工程中不
常见的施工技术，在这里都变
得较为常见。面对这种情况，
项目团队根据各场馆不同结
构形式，编制高大模板施工方
案，大量采用碗扣式、盘扣式
脚手架，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
及架体安全性。

引入BIM技术
拿奖拿到手软

作为施工技术在国内都
堪称领先的济宁文化中心项
目，自2016年施工以来可谓是

“拿奖拿到手软”。不仅累计获
得全国优秀QC成果二等奖一
项，还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
其使用的BIM技术先后斩获

“龙图杯”、“科创杯”、“中建协
BIM大赛”等国家级奖项，是
名副其实的“大满贯”。

文化中心项目部专门
成立BIM中心，将BIM技术
全面应用到全过程管理中，
在深化设计管理、施工方案
模拟、全专业碰撞检查、三
维管线综合、4D进度模拟、

5D资源及成本管理、总平面
管理以及辅助质量、安全管
理等方面，全面引入BIM信
息化建造技术，项目现已成
为山东省首批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术应用试点示范
项目。

该项目各场馆内部多为
高大空间，高支模、大跨度桁
架、支撑胎架、劲性结构、自密
实混凝土等施工技术要求高
困难大，通过采用R e v i t 、
3Dmax等三维建模技术建模
后，对现场所有临时设施及建
筑物进行合理部署，提升了建
设安全度和美观度；同时，项
目针对钢混凝土结构，复杂混
凝土节点使用BIM技术深化
设计后，解决了钢筋与钢结构
穿筋孔预留问题，优化预应力
梁拉锁与钢筋碰撞问题，大幅
减少了因图纸理解偏差造成
的返工，工程质量也得到大幅
提高。

在信息化管理方面，项
目建立基于BIM技术、互联
网技术、信息化及标准化相
融合的智慧施工建造体系，
打造集“云平台及大数据处
理”、“模型协同及图档管
理系统”、“施工管理APP及
移动可视系统”、“多功能动
态样板引路系统”为一体平
台，各参建方共同参与，通过
手机移动端APP及时收发消
息，查看图纸变更，提高了沟
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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