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年，“江北水城”叫响全国
齐鲁晚报与聊城读者共成长

还有一个月，就要迈进
2013 年了。届时，也将是齐鲁
晚报创刊 25 周年（ 1988-
2013）的大喜日子。站在这样
一个时间点，来回顾聊城 25
年之变，给我们印象最深的
无疑是，聊城因水而出名，

“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名
号已经在全国叫响。

聊城城区所在地为东昌
府区，早在明清时期，东昌府
以及临清已经因京杭大运河

而闻名天下，东昌府的棉花、
魏氏熏鸡，临清的供砖，在那
时候名扬四海。

然而，随着现代公路、铁
路的兴起，漕运逐渐衰退，聊
城的发展也随着京杭大运河
的没落而缓慢下来。

1994 年，聊城被国务院
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98 年聊城撤地建市。京九
铁路和济聊馆高速公路陆续
建成投用，构成交通黄金大

十字，聊城又逐渐繁盛起来。
近几年，聊城市委、市政

府坚持“城建靓市”方针，以
“两城一河”为重点，以重点
城建项目为着力点，不断加
大投入，像古城区改造、徒骇
河开发等大手笔，使得城市
功能显著增强，城市框架进
一步拉大，城市特色进一步
凸显，“江北水城·运河古都”
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进一步
提高。

与此同时，齐鲁晚报创
刊 25 年来，始终关注着聊城
的发展变化，与聊城读者共
成长。齐鲁晚报成为聊城对
外宣传的一个窗口，尤其是
在 2009 年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创刊以来，对聊城的宣传
力度更大了。

今后，齐鲁晚报将一如
既往地关注聊城的发展，见
证聊城的变化。

本报记者 王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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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1988 年
┮ 9 月 1 日，聊城发电厂工程开工。
┮ 9 月 16 日，馆陶至聊城窄轨铁路破土
动工。
┮ 12 月 20 日，“张自忠抗日烈士故里”碑
落成典礼在临清举行。
┮本年，光岳楼、山陕会馆被确定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 年
┮ 8 月 25 日，地委、行署确定开展“学习
小杨官屯，学习张国忠”的活动。
┮ 9 月，聊城市被确定为首批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

1990 年
┮ 4 月 3 日，全区干部群众自筹资金兴建
的聊城发电厂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 6 月 23 日，馆(陶)聊(城)铁路通车，结束
了聊城地区没有铁路的历史。

1991 年
┮ 10 月 4 日，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的“海源阁”修复奠基。

1992 年
┮ 6 月 6 日，横跨山东、河北两省的临清
卫运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 10 月 6 日，光岳楼广场开发、海源阁修
复落成典礼举行。
┮ 10 月 27 日，京九铁路聊城-临清段破
土动工。
┮ 11 月 5 日，由国家投资 1 . 84 亿元的引
黄(河)入卫(河)工程开工。1995 年 10 月，
该工程竣工。
┮ 11 月 30 日，京九铁路聊城站破土动
工。
┮ 12 月 19 日，聊城地区程控电话割接开
通。

1993 年
┮ 4 月 10 日，全区移动电话开通。
┮ 5 月 20 日，鲁西商厦举行奠基仪式。
1995 年 7 月 6 日，商厦投入使用。
┮ 9 月 28 日，济(南)馆(陶)高速公路聊城
至齐河段奠基。
┮ 9 月 28 日，聊城热电厂开工建设。

1994 年
┮ 9 月 10 日至 11 日，朱镕基到聊城进行
为期 2 天的棉花生产情况考察。
┮ 9 月 15 日，全区农村实现村村通电。
┮ 10 月 14 日，聊城铁塔商业城破土动
工。
┮ 11 月 29 日，聊城行署原副专员、中共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不幸以
身殉职，终年 50 岁。次年 7 月 28 日，江泽
民为“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题写馆名。9 月
10 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隆重开馆。
┮ 11 月 30 日，聊城“海源阁图书馆”举行
奠基仪式。
┮本年，聊城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

1995 年
┮ 6 月 10 日，环城湖湖滨浴场投用。
┮ 10 月 8 日，聊城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成立。
┮ 11 月 17 日，京九铁路全线贯通。
┮ 12 月 30 日，聊城市“环城湖”正式更名
为“东昌湖”。

1996 年
┮ 9 月 1 日，聊城火车站投入运营。
┮ 11 月 18 日，邯济铁路开工建设。
┮ 12 月 28 日，济聊高速公路聊城段全线
贯通。

1997 年
┮ 7 月 15 日，聊城汽车西站投入运营。
┮ 8 月 2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聊城
地区和县级聊城市，分别设立地级聊城市
和聊城市东昌府区。
┮ 11 月 2 日，济聊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聊城 25 年大事记
（ 1988-1997）

城市巨变
25 年前的聊城是什么样子？据 40 多岁的人回

忆，那时候聊城基本没有高楼，东昌湖西岸还是一
片庄稼地。那时候的聊城人，也没有见过火车。

25 年来，辛勤的聊城人民一点一滴地建设和
改变着这座小城。站在 25 年后的今天放眼过去，聊
城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宽阔平坦，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经过改造，已经化作城市里蜿蜒
的风景带。外地游客来到聊城，乘船沿运河游览，宛
如在画中徜徉。

在美丽的东昌湖畔，不仅建起了绿树成荫的湖
西带状公园，还建成两座新地标——— 水城明珠大剧
院和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从古城区西门而出，气势雄伟的 21 孔桥横卧
在东昌湖上，宛如一条巨龙。夜晚，华灯初上，大桥
上五彩的霓虹灯闪烁，将东昌湖装扮的婀娜多姿。

近几年，古城区改造拉开大幕，三座角楼和三
座城门已经建成，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建起了仿古
建筑，一座古城即将重生。

2009 年，聊城体育公园开建，公园内聊城体育
馆已经建成，将成为全民健身的好去处。被称为“城
市之花”的市民活动中心也已初露风姿，明年建成
投用后，市民又将多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城市变化之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总能切身感受到城市里的点
滴变化。 本报记者 王传胜

站在一个制高点俯瞰东昌湖，风景如画。

气势宏伟的聊城体育馆。

横跨东昌湖的东昌大桥。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水城明珠大剧院。

【见证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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