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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活动中心或建成“水城之花”
选址在徒骇河与东昌路交汇处西北角

本报聊城 12 月 7 日讯
(记者 刘彦朋 通讯员
蒋涛) 7 日，聊城市城市规
划委员会召开今年第六次会
议。会议讨论并投票表决了
市民文化中心、护国隆兴
寺、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等
三个项目规划方案，并对各
个项目规划方案提出可行性
优化建议。

负责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设计规划项目的专家说，经
市委、市政府研究及广泛征

求民意后，文化中心选址在
徒骇河与东昌路交汇处西北
角。在提交的三套方案中，
“江北之花、文化之舟”方
案受到较多规划委员会委员
的认同，但建议更名为“水
城之花”，与东昌湖畔的水
城明珠大剧场遥相辉映，成
为城区与开发区交界处的地
标性建筑。

“水城之花”项目规划
效果图显示，市民文化活动
中心建成后，主体建筑在 1

层楼高的基座上呈现出四朵
花瓣，主体建筑四周是规划
合理的绿地、广场、水榭等
配套的文化活动场地，并与
旁边文化产业孵化中心的高
层建筑连为一体。发挥城市
文化建设综合体的复合功
能。现场委员也对该方案提
出了优化意见。其中，有委
员建议，能否在文化活动中
心各建一座国家标准的剧场
和图书馆。

市长林峰海要求，文化

活动中心的建设，一定要兼
容未来建筑发展的朴实、实
用与现代感，对实用空间与
装饰空间的进行有机调和，
对建筑的外形、及材料应用
上要有超前理念。林峰海强
调，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主
要是为市民提供最方便的服
务，只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
优化。

专家在介绍聊城护国兴
隆寺时说，该项目主要围绕
宋代铁塔展开，位于铃铛湖

公园北侧，规划在项目内的
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
殿、朝山馆、山门、智慧
阁等，总面积 33115 平方
米。现场会员一直认为，
兴隆寺要按照民族宗教政
策、庙宇规则，做为民间
文化、旅游项目进行规划
建设，并对铁塔实施相应
保护。

会议还讨论了市农产
品物流交易中心详细规划
方案，方案把该中心定义

为有机农产品和食品销售
集散地，突出有机特色。
项目东临光岳路、西至柳
园路，北到北外环、南至
济聊高速，总占地约 5000
亩 ， 具 有 交 易 、 物 流 加
工 、 综 合 配 套 等 四 大 功
能。项目分三期完成，一
期主要是粮油、果品、蔬
菜、副食等，占地约 2200
亩，将于近期动工。该项目
还将写入聊城市十二五规
划。

迟到 20 分钟

火车票顺利改签

本报聊城 12 月 7 日
讯(记者 张召旭) 7 日
上午，市民王先生赶到
聊城火车站时迟到了 20
分钟，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他成功改签成 8 日
的同次列车。聊城火车
站表示，因特殊原因延
误班次，可在开车后 2
小时内找到值班站长说
明合理理由，办理改签
手续。

7 日上午，市民王先
生到聊城火车站，乘坐
去天津的 K162 0 次列
车，但当他赶到火车站
时，列车已经开走 20 分
钟。“我知道坐火车有
了新规定，为此还提前
出门，走到半路突然想
起忘带身份证和银行
卡，只能回去拿。”抱
着车票作废的想法，王
先生到车站的改签票窗
口，向工作人员说明迟
到的原因，车站工作人
员告诉他，车票可以改
签。

火车站售票大厅门
外，张贴着两张新修订
的《铁路旅客运输规
程》和《铁路旅客运输
办理细则》的通知，通
知上说明：普通列车火
车票改签须在开车前办
理。旅客不能按票面指
定的日期、车次乘车
时，应当在开车前办理
一次提前或推迟乘车改
签手续。因特殊原因延
误班次，可在开车后 2
小时内找到值班站长说
明合理理由，此后可以
办理改签手续。

困难职工
免费学技能

12 月 7 日，聊城市
总工会困难职工就业职
能培训班开班，参加培
训的 330 名学员多是下
岗职工和待业农民工。
10 天培训合格后，他们
将获得结业证书，由东
昌府区总工会家政服务
中心和劳务输出中心优
先安置工作。图为在家
政服务培训班上，学员
学习照顾婴儿。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010 聊城环保世纪行启动，记者探访———

污水处理后能养金鱼 尾气余热用作发电
本报聊城 12 月 7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高
庆忠 杨小川) 2010 年聊
城环保世纪行活动 12 月 7
日启动，市委常委、副市长侯
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尹
慧芹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聊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启程
赴东阿和阳谷的企业采访。
污水处理后能养金鱼，生产
尾气余热可用做发电，企业
变废为宝各有高招。

启动仪式上，总结了
2009 年聊城环保世纪行的情
况和经验，部署 2010 年活动
计划，表彰包括本报记者在
内的十余位聊城环保世纪行
好新闻获奖者。侯军副市长

说，聊城环保世纪行已连续
开展 15 年，既是一项重要的
舆论监督活动，又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为
推动一些环境与资源突出问
题的解决，为聊城市生态型
强市名城建设作出积极贡
献。

“昔日臭水沟，今日清水
流”，在阳谷县污水处理厂，
贴在墙上的有这样一句话。
在生物指示池里，处理的水
竟能养金鱼和绿色植物。该
厂处理后的中水回流至城区
有的用于景观用水，有的用
于城区园林绿化和道路清
洁。

谈到造纸企业，市民容

易想到高污染、高耗水，但在
山东金蔡伦纸业有限公司，
废水经过层层沉淀和过滤，
在澄清池里变成清水，金鱼
在水里自在畅游。据介绍，该
公司的废水回用率达到 90%
以上。

祥光铜业采用凤祥集团
废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作
主要生产用水，年可节约水
资源 205 万吨。祥光铜业的
一位负责人介绍，生产废水
处理合格后，全部再利用，不
外排。生产产生的尾气余热
回收全部用于发电。

东阿阿胶早在 1997 年
就建成日处理 2000 吨的污
水处理厂，2006 年开展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现在公司一
年减排废水 1.08 万吨，化学
耗氧量减排 1.08 吨。

近年来，聊城市环保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2009 年 7
月，聊城市代表山东省迎接
国家海河流域污染防治核
查，在 7 省(市、自治区)中获

得第一名；创建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工作中，聊城成为环
保部按照新指标考核的第一
个市，在相对欠发达地区树
立起标杆示范作用；主要污
染物减排综合排名由 2007
年的全省第 16 名跃升到
2009 年的全省第 5 名。

图为：本报记者获奖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