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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不同地图路名“掐架”
“北马鞍山路”还是“田黄路”市民犯迷糊

本报记者 穆静

传统街区和街巷生活正在消失，专家呼吁

济南打造山水泉城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喻雯) 13日，济南市规

划局在山东大学举办“城市
之善，在其美好—城市规划
的伦理审视专题讲座”，北
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秦红
岭认为，城市应是为提升市
民的生存质量和生活品质
而设计与建造，在“以人文
本”的前提下努力打造“市
民城市”。

秦红岭表示，近些年来
在许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中，以经济发展为本、追求
功能效益原则的城市发展
模式，严重地制约了城市市
民品格的提升。现在许多城
市中心传统街区和街巷生
活正在消失，如上海的石库
门弄堂、北京的胡同，以前
街区的老房子在“旧城改
造”的名义下被高价卖给有

钱的商人，脱胎为新富裕阶
层或所谓精英阶层消费的
各种时尚场所，渐渐跟原住
民和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关
系越来越疏远。秦红岭说，
就连广场、街道等与市民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
空间建设与规划设计，重视
的也往往是城市的整体视
觉景观形象，忽视了市民的
意愿和需求。

在济南的城市规划中，
紧紧围绕着“山泉湖河城”。
这是济南的五要素，济南市
规划局也提出山水泉城将来
是要创品牌的。为全力打造

“山水泉城”，济南市规划局将
“调整优化泉城特色标志区和
商埠风貌区规划”作为下一步
工作的重点，将重点推进历史
文化街区和“三经四纬、一园
六坊”的更新保护。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赵伟 实习生 肖红丹)
近日，到泉城广场游玩的

市民惊喜地发现，泉城广场
齐鲁文化长廊东侧新添了
一座环保新公厕(上图），还
有双语广播功能。市民到泉
城广场游玩，上厕所不用再
发愁了。

12日上午，记者看到，
在泉城广场齐鲁文化长廊
东面立着一座环保新公厕，
门口有几个人在排队上厕
所。厕所共有两个蹲位和一
个残障间，并有专门为残障
人士设置的无障碍通道。厕
所门口有指示灯，显示红灯
时说明厕所里有人，黄灯表
明厕所无人，可以使用。厕
所旁边还有一间清洁工人
休息室，保洁员任师傅一直
在旁边打扫卫生，人一从厕
所出来，任师傅就进去拖
地。

“以前想上厕所，都要

到地下商场，现在不用上上
下下来回跑了。”市民张女
士说，平时经常来泉城广场
遛弯，跑到地下商场去上厕
所太麻烦。““厕所的设计挺
先进的。”游客陈先生说，厕
所自动冲水，一转动厕所门
的开关，厕所就自动冲水
了。

记者看到厕所里有洗
手池和通风的窗户。一进厕
所就开始双语广播厕所使
用方法，如何开关厕所门、
使用厕所水龙头等。保洁员
任师傅介绍，每天早上4点
半厕所就开门使用，一直到
晚上10点半关门。

趵突泉环卫所负责人
介绍，这座公厕在上个月刚
刚投入使用，主要是解决来
泉城广场游玩市民如厕难
的问题，花了20万元左右建
设的。“只要符合泉城广场
的整体规划，公厕将一直安
置在这里供市民使用。”

本报10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申慧凯) 13日晚，
曾两次参加浙江卫视“中国
梦想秀”节目的济南公交女
子鼓乐队连夜奔赴北京，准
备参加CCTV3频道“我要
上春晚”节目的现场录制。

鼓乐队领队、济南公交
文工团团长杨玉岐介绍，参
加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
节目后，济南公交女子鼓乐
队受到了市民和其他娱乐
节目的关注。9日，他们收到
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

栏目的邀请，决定赴京参加
演出。

杨玉岐告诉记者，此次
鼓乐队赴央视演出的节目
名为《温馨公交》，由9名鼓
手组成，他们将在节目中为
观众带来炫彩水鼓和激光
鼓的表演。

“能去央视录制节目，
对乐队来讲是一种荣誉。”
据了解，济南这支公交女子
鼓乐队有20多名队员，是从
济南公交1 . 1万名普通员
工中挑选出来的。

地图掐架：

“田黄路”、“北马鞍

山路”都有

记者查阅多份纸质地
图及网上地图发现，这段
300余米长的路段有的显示
“北马鞍山路”，有的标注
“田黄路”。也有地图没有对
其进行标注，而是从黄岗路
到无影山路北口只标着“田
黄路”一个路名，很容易让
人认为整条路都叫“田黄
路”。

在google地图上，记者
看到，该路段被标为“田黄
路”。而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编制的2012年新版《济南市
交通旅游图》上，从黄岗路
一直到无影山路北口，只标
注着“田黄路”一个路名。

在百度地图以及济南
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编制的

《济南市交通旅游图》上，从

无影山路北口起的这一小
段路标着“北马鞍山路”，再
往西去，则标着“田黄路”。

区划地名处：

该路叫北马鞍山路

12日，记者来到济南市
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人
刘先生告诉记者，北马鞍山
路北起北太平河，南到无影
山路北口，而田黄路则东起
北马鞍山路，两路相接。济
南市民政局组编的《济南市
地名图集》中，记者看到，与
无影山路北口相接的很短
的这段路，标注路名为北马
鞍山路，北马鞍山路往西，
标注路名为田黄路。

“按照《济南市地名管
理办法》第四章，编绘出版
地图，应以民政部门汇集出
版的地名资料为准。”刘先
生表示。

泉城广场有了新公厕
厕间里用英汉双语广播使用方法

济南公交鼓乐队圆梦央视
两次参加“中国梦想秀”，如今参加“我要上春晚”

治好病，才能自己养活自己
一男青年身患重病，拄着双拐来济乞讨求医
见习记者 肖龙凤

在泉城路、解放路、历
山路等路口附近，经常有一
位胸前挂着牌子、拄着双拐
的青年梁传法在乞讨，引起
了不少人的同情。

为治病

济南街头乞讨

梁传法胸前牌子写着
“求助 家贫无钱 手术双
腿 骨头坏死 左眼失明”
五行红字。“祝老板一路平
安、一路顺风、天天发财。”
一边乞讨，梁传法一边说着
祝福的话，由于背不能弯
曲，每次只能冲司机抱拳致
谢。

5月初，梁传法从老家
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新兴
村来到济南，开始乞讨。上
午9点出门，下午5点左右回
去，“不能回去太晚，再晚就
看不见了。”“每天都有好心
人给钱，给多少的都有，一
块的最多。”梁传法说，中秋
节那天，自己在路上乞讨，
一位司机停下车给了他一
百块钱和一盒月饼，说“过
节了，得吃月饼了。”对于这
一切，梁传法特别感激。

最大愿望

保住眼睛

梁传法的右腿膝关节
不能弯曲，患有双侧股骨头
坏死、强直性脊柱炎、青光
眼、白内障等疾病。而这一
切，都源于当年打工时的一
次骨折和随之而来的4次手
术。

1998年，19岁的梁传法
打工时小腿不慎卷进机器
导致骨折，在一家医院做了
两次手术，没想到感染引发
骨髓炎、骨不连。第二年，转
到另一家医院又做了两次
手术。

没想到手术做完后，
他发现右膝关节不能弯
了，关节功能丧失。更大
的 病 痛 还 在 后 头 。2 0 0 1
年，梁传法发现得了双侧
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
炎，后来引起了青光眼和
白 内 障 ，右 眼 视 力 降 到
0 . 1，左眼完全看不见了。
“腿这样了也无所谓，眼
睛好一点我还可以自己
养活自己，最大的愿望就
是保住眼睛。”

村支书：

希望好心人帮助

梁传法曾经去医院咨
询，医生告诉他，手术可以提
升视力，但费用要两万多块，
目前，他连3000元都没攒够。

“他当年打工时受的
伤，他的情况镇上、村里都

知道，确实困难，年年吃低
保。”梁传法老家新兴村村支
书孟祥全电话里告诉记者，
梁传法和父母一起住，三人
都吃低保，日子比较困难。

孟祥全说，村里没有钱
去救助他们，救助也就能维
持个温饱，治病的钱只能靠
他自己，“希望好心人能给
他提供一些帮助。”

西起黄岗路东到无

影山路北口有一条路，

门牌上写着“北马鞍山

路”，有的地图上却写着

“田黄路”，究竟叫啥名

字，市民犯迷糊。

在路的北侧，挂着

“北马鞍山路”的门牌，

再往西有不少建材批发

商店，但未挂门牌号。

“好多人认为这条路叫

田黄路，怀疑东段‘北马

鞍 山 路 ’的 门 牌 挂 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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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误以为北马鞍山路的门牌挂错了。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田黄路与北马鞍山
路贯通，而且容易混淆的
这段北马鞍山路只有300

多米，市民建议能否将这
一段更名为田黄路？济南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表
示，修改路名程序不复
杂，但社会成本较高，需
要论证。

在济南市民政局组
编的地图中，记者看到，
北马鞍山路北至北太平
河，往南过小清河一直到
田黄路，然后往东延伸，
与无影山路北口相接。

不少市民建议，能否
将田黄路东头这段300余

米的北马鞍山路更名为
“田黄路”呢，这样整条路
的名称就能统一了，市民
也不会再为这两个路名
犯迷糊。

区划地名处刘先生
表示，统一路名程序并不
难，只要征求当地的意
见，然后由民政局向市政
府提出申请，市政府审批
即可。“但更改路名涉及
到马路两侧居民及企业
的门牌号、房产证、工商
登记甚至企业的通邮地
址及信笺上所印刷的地
址等的变更，社会成本非
常高。”

两路名能否统一
民政部门表示程序简单但社会成本高

本报记者 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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