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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潍河在诸城境

内的流域面积达到
了1902平方公里，占
到诸城河流流域总
面积的87%。近年来，
诸城对潍河绕城区
段进行了规划，经过
多年治理，一条融防
洪、生态、治污、交
通、绿化、美化、文
化、旅游于一体的综
合性滨水景观展示
在人们面前，那就是
成为诸城首个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的
潍河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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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沿岸的风景成就了秀美的潍河公园

嵌在水上的璀璨明珠
文/本报记者 杨万卿 孙翔 片/本报记者 吴凡

记者曾听说，潍河曾被叫做“淮河”。原
来，历史上的潍河，河床比较大，造成水流湍
急，又因河道弯曲，各河段宽窄不一，行洪能
力差，常常给两岸的群众酿成灾害，成为涂
炭生灵的一大害河。说潍河被叫做“淮河”，
不如说是“坏河”更贴切。

建国后，潍河几经治理，逐步变害为利，
“坏河”的名声才日渐远去。

然而，比起发洪水时的生灵涂炭，更多

的生命却依赖着这条母亲一样的大河得以
繁衍生息。进入20世纪以来，诸城对潍河绕
城区段进行合理的规划、建设，彻底改变了
坝堤窄、河床浅、环境乱、隐患多的旧局面，
建成一条长达30公里的潍河滨水景观带。随
后，于2003年10月起，投资近2亿元，对从市区
到开发区段集中进行综合开发治理，修桥筑
坝，通路绿化，封闭建园。

至此，这个“母亲”开始容光焕发了。

2007年，潍河公园被评为诸城市首个国
家AAA级旅游景区、山东省休闲渔业示范
点。潍河公园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潍河之上，成为诸城的又一崭新的城市坐
标。

两年时间，一片甚至可以被称为荒沙
滩、废弃地、或者垃圾场的沿河地带，最终成
了深受广大市民爱游乐至的休闲娱乐去
处——— —— 潍河公园。作为融防洪、生态、治
污、交通、绿化、美化、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
综合性滨水景观，潍河公园与三里庄水库、
恐龙公园、恐龙博物馆及潍河周围的龙塔、
大舜苑等组成了独具诸城特色的景观群。

害河变成景观河

潍河公园主体位于诸城市中心与经济开
发区结合部，南接三里庄水库，西到潍河西外
环大桥，北至拙村拦河闸。公园主体部分总面
积2030亩，其中陆地800亩，水域1230亩，是名副
其实的“水上公园”，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外地
游客观光的首选去处。

近日，记者特意前往潍河公园，还未到公
园处，就留意到浩浩汤汤的潍河与这个城市交
相辉映，城水共生，景区两岸全长100公里，水
绿相依。据了解，潍河公园是全国首个由县级

市开发的生态河湖国家水利风景区。
由于潍河公园是开放式的，记者来到公园

的当天，有很多市民沿着河岸漫步，还有远道
而来的游客拍照留念，甚至还幸运的遇见几对
新人在摆造型拍婚纱照。记者了解到，对于方
圆百多公里的新郎新娘们来说，潍河公园是他
们结婚纪念的必到之处。在照相机、摄像机的
镜头面前，一对对新人携手在公园的水上、岸
边、景区草坪、广场，尽情的嬉戏、玩闹，早已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吸引着游人羡慕的眼光。

600多米长的驳岸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近距离接
触水的平台，浅沙入水，水质清澈，山石赋予水
以体态，水则赋予山石以生意。站在亲水平台
上，极目远眺，目之所及，思之所至，随着时间
和空间的变化浮想连翩，现代的诗情画意和悠
悠古韵得到了最美好的展示。

潍河公园核心景区整体分为观光平台、演
艺广场、音乐广场、凤凰广场、金谷平原、入口
广场等六大景区。景区内栽植南北名优苗木如
观叶树银杏、观形树雪松、观花树白玉兰和观
枝干树白皮松等94种11多万棵，草皮绿化面积
达到了24万公顷，形成了乔木、灌木、草坪合理
搭配，使景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具有适用、
经济、美观的效果。

城里人的河湖生态区

潍河公园的文化内涵独特而厚重。潍水
神韵凝聚龙城之魂，提升水文化品位，是建
设者们智慧的体现。水文化是潍河水利风景
区的神韵所在。世界上有水的地方往往就是
历史文明的发源地，是历代文化发展的圣
地。

潍河也不例外，她是古密州文明的发源
地，许多有名的历史传说和历史名人大都从

这里源出。诸城地灵人杰，是舜帝的故里，孔
门七十二贤公冶长、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清代内阁大学
士刘墉等名人都是诸城人。现代史上，中共
一大代表王尽美、文化名人王统照、崔嵬、臧
克家和“红色革命作家”王愿坚等也都出生
在诸城。韩信、龙且“潍水之战”的韩信坝、

“秃尾巴老李”的传说等，更让潍河沿岸增添

了令人神往的魅力。
龙的图腾是潍河公园的另一大看点。潍

河与支流扶淇河T型自然布局，设计者将扶
淇河设计成九龙戏水图案，寓意“龙生九子、
九九归一”；潍水之灵雕塑既是诸城地图的
抽象，又是潍河博大精深文化底蕴的写意；
在潍河畔建起名人园、大舜苑、恐龙组群等
景观，与龙塔、王尽美烈士纪念馆、恐龙博物
馆、恐龙公园等景点相协调，组成穿越时空
的历史隧道，并与市区内的龙型城标、龙型
绿带和以龙命名的现代建筑遥相呼应，实现
了水文化与龙文化、人文化的有机融合。

水文化造就地灵人杰

诸城潍河公园。

诸诸城城潍潍河河公公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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