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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记
者 赵丽) 东荷西柳、超然

楼、省博物馆新馆……随着

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新千
年之后，济南涌现出一大批

新地标。这些建筑或地点中，

哪些最能代表济南？最能展

现城市风貌及发展变化？即

日起，欢迎读者、有关组织与

单位，对济南文化新地标

(2000年之后建成)进行推荐

和点评。

“以前逛济南必去泉城

广场看泉标，这是很多外地

游客来济南的首选。现在，外

地亲戚朋友过来，我还会带
他们看看东荷西柳，体验一

下环城泉水游。”评点起家乡
的标志性地点，土生土长的

济南人孙平不禁感慨，近些

年济南市的特色地标越来越

多了。

“东荷西柳”设计理念上

吸收了济南市市树“柳树”、

市花“荷花”的视觉元素，以

别致的造型和影响力吸引了

大量游人；矗立在大明湖新

景区的超然楼，楼高51 .7米，

有“江北第一楼”之称；小清

河景观亮化带正成为济南市

一条靓丽的夜景旅游风貌

带，形成“水绕城转，城在水

中”的迷人夜景……

在这些建筑或区域中，

哪些最能代表济南的城市个

性？即日起，读者可以推荐您

心目中的新地标，讲讲您和

新地标的故事，谈谈新地标

的文化韵味。

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

与评选: (1)拨打本报96706读

者 热 线 ；( 2 ) 发 送 邮 件 至
qiluxindibiao@126 .com;(3)照片
可以传至齐鲁晚报拍客网
(httP://zt.qIwb.com.cn/Paike/)；

(4)通过书信形式。邮寄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山东新闻大厦
齐鲁晚报“齐鲁文化新地标”

评 选 活 动 组 委 会 ，邮 编 :

250014。

谁是济南文化新地标
是东荷西柳、超然楼？还是省博新馆？请您评说

我家住的地方在济南东

工商河畔的碧水尚景小区，与

宏济堂文化广场仅一河之隔，

从开工建设到一期工程完工，

可以说我见证了它的形成和

发展。

它坐落于天桥区东工商

河畔，毗邻北园大街，广场占

地60余亩，以“老宏济堂和扁

鹊故里、药王文化”为主题，通

过传承历史文化，营造浓厚的

中医药文化特色经营场所。它

的核心部分是药王楼，药王楼

建设借鉴南京夫子庙及江南

水乡古街风格，以明清建筑为

主，体现青瓦、白壁、马头墙和

小桥流水、秦淮画舫的江南水

乡特色，与工商河水交相辉

映，营造出历史、文化、小桥、

流水的江南水乡意境与江北

秦淮的风采。

2009年11月1日，药王楼

举行开业仪式，这标志着已停

办43年的老济南“药市会”这

一传统民俗重新得以传承。药

王楼内有扁鹊祠，里面供奉着

扁鹊、李时珍和宏济堂创始人

乐镜宇，在大厅内还有一座弥

勒佛铜像。药王楼更加注重中

医药文化，尤其是药王的载体

作用，是济南市目前唯一的纪

念药王的大型建筑，里面充分

展示了老济南的中医药文化，延

续了老济南“药市会”的历史文

脉，对弘扬济南市的中医药文化

起到了十分有力的推动作用，

所以我推荐宏济堂文化广场

为齐鲁文化新地标之一。

（参与齐鲁文化新地标评
选奖励50元）

11日，本报A7版以《从
房产商手中“抢”出的文
化新地标》为题报道了台
儿庄古城。不少读者纷纷
来电，评说这座复活的古
城。

网友“无名小卒”发帖
说，近年来，各地兴建地标
性建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

浪，地标性建筑要彰显的不
仅仅是经济实力，更重要的
是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高
楼和第一高塔迟早会被更
高的楼和塔所取代，而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建筑才有
永久性，它应该是一种标
志、符号和象征，台儿庄古
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枣庄学院教师张弛说，

恢复重建后的台儿庄运河
古城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
价值，成为沿运城市中独特
的、唯一的、不可复制和不
可替代的文化名城。

“古城台儿庄坐落运河
上千年，这里拥有北方大院
的高大华贵、鲁南民居的质
朴简约、水乡建筑的宁静玲
珑、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马
头墙、闽南建筑的红墙白石
燕尾脊、晋派建筑的富丽堂
皇、欧式建筑的独特造型、

宗教建筑的肃穆神秘、岭南
建筑的山水韵味。因此，台
儿庄古城是展现中国建筑
历史文化的新地标。”枣庄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董金龙也发表了他对古城
的看法。

（本报记者 赵慧）

格读者热评

台儿庄古城

可成新地标

热心读者侯升明：

“我推荐宏济堂文化广场”

宏济堂文化广场中的药王楼。 侯升明 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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