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得住记忆，记得住乡愁，一瓦一砖一楼台，一草一木一亭阁。千年的济南古城像一幅横亘百余
年的历史画卷，将老济南的辉煌与沧桑一一临摹。小街小巷的灵动、古建筑的沉稳知性，能想象到的
一切都能在这里实现。

记者 杜春娜 史安琪

古朴老街醉了游客
古城屡屡“出圈”

“三椽茅屋，两道小桥，几株
垂杨，一弯流水。”郑板桥的一副
对联写活了老济南。

冬日的济南古城里，斑驳的
金黄光影舒适又温柔，暖阳大片
洒落在安静的古建筑上、静谧的
青石板路上，留恋在游客身边久
久不肯离去，一旁汩汩流动的泉
水欢快地向前跑去，韵味十足的
古城迎来生机盎然。

济南是中华史前文化———
龙山文化的发祥地。“总得来一
趟济南古城吧！”济南古城（明府
城片区）范围为护城河、大明湖
围合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独特，
历史资源丰富，人文积淀深厚。
其中最精华的部分是将军庙和
芙蓉街—百花洲两个历史文化
街区，包含了片区大部分历史建
筑、泉水泉道和文化景观，较好
地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特点
及空间格局。从曲水亭街到起凤
桥，近年来，济南古城屡屡出圈。

2020年，济南古城被评为
“2020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
实践案例”；2021年，济南古城被
认定为2021年山东省现代服务
业集聚示范区；古城片区被国家
文旅部认定为“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被省发改
委认定为“山东省现代服务业集
聚示范区”，古城内百花洲园区
被国家文旅部授予“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称号。

2022年6月，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
公布我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示范
案例名单，济南市历下区芙蓉
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将军
庙历史文化街区入选示范案例。

济南古城为啥能够出圈？
有人这样回答：景色宜人。古城
的美在于街巷。辘轳把子街、鞭
指巷、东花墙子街……古城里
街巷的故事可说不完。走在街
上听着沿街商贩的吆喝声，这
条古朴素静的老街也增添了生
机勃勃的色彩。

在小街巷里走走停停，不一
会儿就到了紧邻曲水亭街的起
凤桥。起凤桥被认为是济南最短
的桥。一座“貌不惊人”的桥，却在
2023年的夏天成功出圈，成为最
起眼的存在。月亮门、泉水以及灰
色雕花檐下的“起凤”二字，三者
组成绝佳取景地，总有游客被它
的魅力折服，站在桥边排队等候，
只为留下最美的照片。

除了美景、美照外，在曲水
亭街还有美食。一家位于曲水亭
街的老济南酸蘸儿店铺，店前常
常排起长队——— 作为老济南的
地道美食，它成为了四方游客拍
照打卡的“网红”。

古城的美景让人迷醉。未
来，济南古城也将继续做好片区
保护各项工作，2024年将重点围

绕后宰门街、西更道街等重点街
巷和王府池子、起凤桥等重要节
点，高标准做好设计改造，进一

步恢复古城风貌，同时加快重点
院落改造步伐和市政改造进程，
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探访、购物

和旅游服务。

打造各类“微景观”
古城焕发新活力

《济南的冬天》中曾这样描
写济南：“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
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
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
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
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如画
的济南、如诗的古城，在当下有
着变与不变。不变的永远是那秀
丽的山峦、喷涌的泉水以及济南
人真诚好客的热心肠，而变的则
是道路越发宽敞，游客远来自五
湖四海。

一个城市的魅力在于历史
的沉淀。2020年10月1日，《济南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
施行，这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出台的首部地方性法规。在条
例框架下，济南的新、扩、改建项
目，坚决避让城墙遗址、水系和
具有行洪功能的道路脉络空间，
落实山湖城视廊高度控制、山水
自然格局传承和延续，传承老城
传统风貌。同时，古城片区保护
提升工作自2021年已经上升为
济南市战略后，目前各项工作正
在加快推进。2023年，片区规划
已经市规委会研究确定，形成了

“三横、四纵、五片、多点”的总体
空间布局。

作为历下区“一轴三区多
园”的主要支撑，济南古城是泉
城特色风貌的集中展示区，也是
打造“强新优富美高”现代化强
省会的重要承载地。济南古城，
这也是一座不断生长的城、崭新
的城。每逢假期，曲水亭街人流
如织，芙蓉街内摩肩接踵，济南
古城内蓬勃着活力。

不仅如此，济南古城积极打
造各类“微景观”，不仅在泉城路
部分路段设置了荷花盆景，还栽
植了对节白蜡、景观松等植物，

让古城旧貌换新颜。
作为“泉城特色标志区”，

百花洲、芙蓉街、曲水亭街等济
南古城热门景点都打造了特色
夜景。如今，王府池子周边景观
灯提升改造于2023年4月份完
成，为市民游客夜游泉城提供
了便利。

文旅商融合发展
呈现“新亮点”

“芙蓉街到百花洲这片的变
化太大了。以前只是一个美食街
区，现在吃住行游购娱啥都有
啊。”时隔几年故地重游，济南古
城的巨大变化，让来自天津的一
位游客颇为震撼。

在当下，古城不断注入新
活力，如何保护、利用、发展好
古城？

产业策划方面，以“济南古
城、天下泉城”为大的IP，在片
区划分了“泉学、泉游、泉商、泉
创”四大板块，努力实现文旅商
的融合发展。百花洲园区以“新
风今韵、老街旧事、国风民俗、
泉秀城古”为切入点，打造集非
遗民俗、精品书店、美学空间、
百花潮饮、百花市集、百花文创
于一体的百花人文研学坊，继
续承接好国家级传统工艺工作
站、国家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和
旅游休闲街区相关功能。

同时，为留住历史记忆，让
古城风貌再现，历下区突出要素
集聚赋能，围绕“泉水泉道、街
巷、建筑和院落、人文、产业”五
条主线，高标准做好片区规划策
划，加快推进将军庙、芙蓉街—
百花洲两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提升，助力“泉·城文化景观”申
遗；聚焦产业发展，依托“山东手
造”（济南）展示体验中心，着力
打造非遗与手工业传承、制作、
销售、展示、体验的产业链条；成
立泉城路商圈联盟，积极盘活商
圈低效闲置资源，不断扩大国家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国家
级旅游休闲街区影响力，重现济
南古城文旅商繁荣发展格局。

2022年5月，商务部下发了
《关于开展智慧商圈 智慧商店
示范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泉
城路商圈获评首批全国示范智
慧商圈。

济南古城以泉城路获评首
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为契
机，按照“一个平台、多口接入、
服务四方”的总思路，积极整合
各方资源，加快推进泉城路智慧
商圈试点建设。同时，加强对企
服务，听取企业意见，着力通过
智慧停车、智慧导览助力企业发
展，依托辖区商业和项目资源做
好招商引资。

文创店、主题院落、非遗工
坊……一个个新兴业态在古城
内落地生根，为古城文旅消费增
添了新引擎、注入了强动能。迎
来2024年，在新的起点上，济南
古城有决心也有信心为济南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古城力量。

济南古城频频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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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千年历史文脉 一砖一瓦记住乡愁

古城守住济南“根”和“魂”

古城与泉相依。

济南古城文旅商融合发展。

古城的美在一瓦一砖一楼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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