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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
子巷开设的评谈说
理栏目，互动方式有
三种：注册微博齐鲁
( h t t p ： / /
tr.qlw b.co m.cn)“杠子
头”织围脖；话题投
稿 ：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Q Q 群 ：
107866225。

路名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方向
标，更是一个城市的文明史。

如果一条路，从西至东叫出
了经七、泺源、和平三四个不同的
名字，路不是路，街不是街。外地
人进了济南，不管你怎样给他指
路，人家就是琢磨不透，对济南的
印象能好吗？

在20世纪初，济南纺织业较
为兴盛。当时起的路名以纺织物

“长者为经，短者为纬”的说法，命
名东西向道路为“经路”、南北向
道路为“纬路”，由此东西有了“经
一路”，南北有了“纬一路”。经路

纬路基本垂直相交，与地理学专
业的经纬正好相反。记得小时候
我就问过爸爸，为什么我们经纬
与地理上讲的不同呢？后来了解
了济南的历史，才深切感受到前
人的独具匠心。

记得有个外地朋友第一次
来，对济南以经纬来命名的道路
很是不理解，可是当我说出济南
的历史来，他也禁不住眉开眼笑
地赞叹我们济南有文化。在老济
南人的心目中，只要一提经三纬
二、经七纬一、经三纬八……绝对
让你路路分明，迷途知返。

路名折射一个城市的文明史
@高长广

路名应是认识泉城的一把钥匙
@苏小北

路名是城市的一张名片。从它
身上我们可以认识一个城市的东南
西北、历史典故和现代发展。路名建
设也是市政建设之一，应当充分挖
掘历史内涵和地理特点，以路名之
美点亮泉城之美。

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
路名建设。比如，北京是中轴对称的
历史文化古城：内九外七皇城四。东
直门和西直门，崇文门和宣武门。这
些地名既是地理坐标上的对应，也是
古老皇城的缩影。又比如，上海是一
座发射型的新型国际城市，全国各大
城市的名称基本在上海的地图中都

可以查到。而与我们相邻的青岛，著
名的八大关以祖国的十大著名关隘
命名，既有特色又有亮点。

其次，济南本身也有很多在我
们记忆里抹不去的路名，让人听了
一次就铭记于心。比如芙蓉街、剪子
巷、舜井街、闵子骞路等等，我们爱
惜保护这些地名的同时，还要加大
对城市文化内涵的深究，结合数千
年来的典故，从里面找出亮点，多一
些凝聚多一些扩散，那是我们对于
历史的记忆和遐想，置身其中仿佛
穿越至那个古色古香的年代。

第三，济南路名应该和各区各

地特色结合，商业区和文化区路名
应该有所区别，农业区和工业区的
路名也不必要求一致。应该具备雅
俗共赏的品位、与时俱进的规划。

第四，集思广益，多种媒体手段
共同规划新路名。政府搭建更好的
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路名建设。借
助报纸、网站、微博多种媒体共同推
进地名建设。路名应该成为一把钥
匙，使我们打开认识泉城之门。对于
陌生人来说，来济南旅游先看电子
地图，电子路名的规范和建设应该
与实际地名的规范和建设是同步
的，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
杠上花

@ 打油
@郭汉杰

小小地名不简单，
折射文化和内涵。
凸显地理最重要，
让人一看就了然。
重要建筑和名胜，
附近地名应首选。
科学命名街和路，
响亮地名定远传。

@王平昌
道路命名须规范，
易找好记有内涵。
不同名称显个性，
突出特色更直观。
调整地名需智慧，
多方征询好意见。
新城命名应新颖，
与时俱进是关键。

@瀚文
早年地名能买断，
此种做法理不端。
企业宣传并无错，
不能啥事都凭钱。
地名作用都知晓，
应该科学和长远。
假如地名时常换，
你说众人烦不烦。

支招@
@黄伟民 街道名称其实

是给人指点方位的，越简单易
记，越有地标性越好。像过去的
英贤街、南门大街、普利街、东关
大街等，与周围环境地标物有关
联的地名，才是市民需要的。

@庄秋燕 挖掘历史文化
底蕴的过程中，道路命名也可
以引用一些历史事件，标志性
事件可以让人们时刻记起我们
深爱的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每一
个历史关头。比如，为纪念济南

“五三惨案”就可以命名相关的
五三路，或者蔡公时路。

@马卫 一路多名，别说
外地人来济南，就是老济南人
都被搞得迷糊，那次在北园大
街，向当地居民打听无影山西
路，居民说光知道一条北园大
街贯穿东西，至于细分的路名
说不上来。对此，建议统一成一
个名字，希望相关单位落实。

@孙建国 首先、发动全
市人民搜集命名中存在的问
题，统一归纳整理。将那些不适
合的、产生困惑的地名统一拎
出来。二、请相关专家进行甄别。
三、是将全部要改的名称，统一
向社会征求意见，进行投票。

@刘丽A 为新的道路起
名时，应该突出地理位置的特
色，注重周围的景观和历史文
化。让市民看到路名就能知道
在济南的大体方位，比如千佛
山路、大明湖路、黑虎泉路一听
便知它的位置。建议采取有奖
征集路名的方式，充分调动市
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发挥
市民的聪明才智。

格本期杠子头

【陶玉山】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

统计,陶玉山获得了本期“杠
子头”称号,获得杠子头津贴
100元。其他见报作者将根据
稿件长短及质量分别获得30
元、20元肯德基餐券。

一条街，又叫这名又叫那名
@陶玉山

前段时间，笔者应约到三孔
桥街附近的新菜市街南段和朋友
见面。可是，到了那个地段，找了
半天，却只看到“三孔桥街”的路
牌，看不到“新菜市街”路牌标志。
无奈，只得和朋友电话联系。朋友
告知：此路段与东西丹凤街相交
处附近为新菜市街。

已经半百的我，出生在济南
老城区，一直生活在济南，竟然遇
到这种事情，真感到有些不可思
议。冷静下来细想，在我们城市
里，一路多名或一名多路的现象
并不鲜见，我居住的西边那条南
北大路，不是又叫济微路，又叫南
辛庄西路吗？

对一座城市来说，有序规范的
路名犹如一个个城市坐标，让人一
目了然，为市民生活出行提供便
利。如果一路多名或者一名多路，
不仅会造成不便，更显得缺少必要
的规范秩序，会给市民生活、出行
和有关部门入户调查等工作带来
困扰。而对外地人来说，路名犹如

“灯塔”，引导着人不至于在一个陌
生的环境迷失方向。

在我们城市，一路多名或一
名多路现象有的甚至存在许久，
市民多次反映，却如泥牛入海，有
关部门总是强调客观理由，即使
答复“会重视”，却是只开花不见
果。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
异，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以及服务
难以跟上步伐，由此出现许多空当
是客观原因。可是，这不应该是其存
在，甚至成为省城“特色”的理由。因
为这种现象不是一时的，相关部门
应该早就了如指掌、登记在案，应抓
紧补救、规范完善。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路多名
或一名多路不但有悖于科学规范
道路命名的原则，也不只是给外地
游人和本地市民的出行带来极大
不便，更反映出我们城市的管理存
在急需纠正的不足。纠正一路多名
或一名多路现象可能有很多我们
难以想象的困难，问题的关键是相
关部门是否用心。

@ 吐槽

@高玲 我所居住
的街名为臧家屯，可公
交车站牌名为联四路，
信用卡账单、宽带、有线
电视安装和快递地址一
开始都是写的臧家屯，
可工作人员都不以为是
街名，几次都搞错了，去
了臧家屯小区。最后没
办法，只能把地址改为
了居住小区的名字。

@吴明 地名应该
沿袭历史，尊重市民的
习惯。数年前，工业南路
改为轻骑路。工业南路
是建国后命名的，与工
业北路对称，使用了几
十年，改成轻骑路后就
只有北没有南。实践证
明改名并没好的效果，
轻骑厂风光不再后又恢
复工业南路的名称。一
是：两条路的地名有着
悠久的历史，曾经是济
南市工业崛起带。二是：
南北对称。这符合道路
命名的规律和市民的使
用习惯。因为老地名早
已深入人心，是新地名
不可取代的。

@李燕 建国小经
三路有两条、经十一路
有三条。这样的路名已
经失去了作为路标的意
义。大纬二路是条贯穿
南北并且很直的道路，
但在它的北段却又成了

“济泺路”，听起来很像
两条路似的。大纬二路
既然历史悠久且为大家
熟知，那么沿用这个路
名就是了，何必再来一
个名字搞得大家云里雾
里呢？

@赵鹏 经一路延
长线存在一路多名现
象，该路自西向东分别
叫经一路、明湖东路、花
园路、花园东路。作为一
条贯穿济南市区东西的
主要道路，还是统一叫
一个路名为好。

@马国栋 济南市
的很多路名路牌还存在
新名旧称不一致的情
况，例如南辛庄西路，如
果您翻阅老地图，可发
现在过去确实是用过

“济微路”。但现在“南辛
庄西路”这个名字已经
沿用多年，可沿线的路
牌标记很多仍为“济微
路”。济南大学西校区的
通讯地址标记就饱受争
议，很多人都闹不清到
底是“济微路106号”还
是“南辛庄西路106号”。

连“老济南”

都找不到新菜市街

@
话题来源

一条路好几个路名、一些新区内道路已经建好了，名字却

还没起好……地名到底该怎么起，才能既好记又体现省会特色？15

日，济南市召开地名工作调度会，会上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鲁

豫强调，地名工作要体现战略性、科学性、时代性，提出更具文化品

位的地名预案，道路命名要避免出现“一路多名、一名多路”的情况，

已存在此类情况的道路，要找到补救办法。

 新 菜
市 的 街 道 标
志 牌 , 牌 子 对
面 的 三 孔 桥
街路牌指向该
路 , 南 侧 的 济
安街路标也指
向了该路。(资
料片 )

本 报 记
者 王 兴 飞

摄

@ 精论
@冯波 我们中国人对孩

子的名字没有一个家长不重视
的，甚至在孩子没有出生前，全
家就琢磨着给孩子起一个响亮
的名字。咱们济南给道路命名
不妨也拿出给自家孩子起名的
热情和标准来。

@林毅 省会老城区的路
名，就是济南的活化石，有文
化、有典故、有历史。可惜这些
路名随着城区的大拆大建，好
些都消失了。一些新区的道路，
不妨把这些消失的路名再挖掘
出来，古为今用更能衬托出济
南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

@茶叶 我们门口有个蓝
路牌写着“规划路”。什么是“规
划路”？起名字给人以临时的、
随意的感觉。据说“规划路”到
处可见，如果是这样，你要告诉
人家我在“规划路”，谁能找到
这地方呢？

@台应新 济南的“经”
“纬”路是历史，应该传承；泉城
的老街巷名字是传统，应该保
留；至于新开拓道路和新建小
区道路的路名，应该按照符合
济南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的条
件来考察论证，避免假、大、空
的“概念”路名(比如：旅游路、世
纪大道等)。

@孙金英 路名，有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代号，它
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一
种历史的传承。好的路名，可以
穿越悠远的时空，带给人无限
的遐想空间，甚至会让人爱屋
及乌，爱上这条道路，爱上我们
这座美丽的泉城。

@王婷 一条道路从东到
西 好 几 个 名 字 ，比 如 经 七
路——— 泺源大街——— 和平路，
经四路——— 共青团路——— 泉城
路——— 解放路等等。连老济南
人有时候都弄不清楚，更不要
说外地人了。从表面看，似乎只
是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但
从长远看，会影响济南的发展。

@辛玉 有天下泉城之称
的济南，应该好好从那些让人
赞不绝口的老济南街巷道路名
称中得到借鉴。给那些新建道
路取名时，多一些内涵，少一些
呆板，富有地方特色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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