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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窑坑里“种”出湿地公园
成武县利用水资源，深挖文化资源，将560亩废弃窑坑建成“周自齐湿地公园”
文/片 本报记者 姚楠 通讯员 袁广义

2日，走在成武周自齐湿地公园的环湖小道上，成武县工业
园区党委委员、副主任宋涛向记者描绘了他头一天在这里看到
的情景：“太阳快落山了，红红的太阳映在湖面上，湖水闪着金
光，再衬上微微摆动的芦苇和水面上漂动的浮藻，说不出来的
好看。”

而这“说不出来的好看”的几百亩湖面，曾经是垃圾遍地、
蚊蝇肆虐、臭气熏天的废旧坑窑。成武县“自掏腰包”，规划建设
了“周自齐湿地公园”。

▲还未建好的周自齐湿地公园，美景已初步可见。

水美草绿的湿地公园，前身是废旧窑坑

2日，记者在成武周自齐
湿地公园看到，公园虽并未
完全竣工，秀美的风景已令
人陶醉。据介绍，完全建好
后，这里将有喷泉、篮球场、
儿童乐园、停车场、雕塑等。

“公园还没修好，百姓已
经把这里当做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了，每天一早一晚，到这
散步、锻炼身体。”宋涛说。

然而，几个月前这里还是
垃圾遍地、臭气熏天的废旧窑
坑。这里原是一片窑厂，2008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窑厂被拆
除。但多年烧砖取土已挖成大
面积深水坑，水面达240亩，一

般水深6米，最深处10多米。废
弃窑坑里满是垃圾、砖头，周
围群众深受其害。

窑厂推倒了，窑坑怎么
办？废弃了的几百亩水面是
否蕴藏了可以深挖的价值？
如何改造这片大坑，把成武
的水优势发挥出来？

政府“自掏腰包”，变窑坑为公园

按照惯常的思路，这片
地可以走招商引资、土地开
发的路子，直接引进开发商，
政府不仅不用投资，还可以
获得不少收益。但成武县政
府最终决定“自掏腰包”，先
期拿出5000余万元修建湿地
公园，并将这一工程列为县
2012年头号项目。

成武县工业园区党委书
记车宪法告诉记者：“有不少开

发商找来，想建高级宾馆，但县
委县政府的定位是建公园，让
周边群众有休闲娱乐场所。如
果做高级宾馆，水域的生态价
值和民生价值无从体现。”

为确保湿地公园的品
质，当地政府聘请山东建筑
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设
计，五易其稿后于今年年初
确定了设计方案，4月份开始
工程建设，规划面积560亩，水

面320亩。目前公园整体绿化
已基本完成，绿化面积96700

平方米，生态浮岛、芦苇、水
上植物栽植20000平方米，环
湖路已完成混凝土铺设，整
个公园已颇具雏形。

据估计，目前公园内栖
息有野鸭、水鸟等十几种野
生动物。经济效益也随之而
来，工业园区整体竞争力提
升。

湿地公园利用水资源，深挖文化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湿
地公园深挖文化资源，以名
人周自齐命名，并在景点设
计上充分凸显这一特色。

周自齐(1871—1923)，成武
县孙寺镇周郑庄 (原属单县 )

人，活跃于晚晴、民国政坛，并
创办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前
身)，民国初历任山东都督、中
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

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
在当地政府来看，周自齐

和伯乐一样，也是可以挖掘和
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这座以
周自齐命名的公园在景点设
置时处处体现这种特色，如公
园西南角规划建设一座1700

平方米的周自齐纪念馆，公园
最大的广场内将竖立一座10

米高的周自齐雕塑。

据了解，近年来，成武县
把文化旅游业作为全县新的
经济增长亮点和服务业的主
导产业进行培育，加大了文化
旅游业的保护、开发和挖掘力
度，构建以“文物古迹、生态休
闲”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等到通往湖心岛的小
桥建好了，这里会更漂亮。”
望着眼前的景色，宋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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