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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管网不完善，生活 污水排进河
虽经大半年治理，省城部分河道依然存在污水排放现象
本报记者 王光营 任志方 见习记者 陈熹

百花洲片区改建工程年内完工
不仅能赏名泉，还有泉水直饮点
本报记者 王光营 任志方 见习记者 陈熹

去年年初，济南市委市

政府将“发展实体经济，建设

美丽泉城，优化发展环境，创

新社会管理”确定为5年内全

力突破的主攻方向，并由市

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挂帅，瞄

准四个主攻方向，分别成立

四个领导小组及两个委员

会。一年时间过去，泉城经济

发展有哪些突破？美丽泉城

建设进度如何？在招商引资

环境上有哪些改善？社会管

理方面又有哪些创新？近日，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深入县

区看实体经济发展，探访河

道观美丽泉城建设，通过建

设项目审批把脉发展环境。

“作为省城泉水景观打造的重点，
百花洲片区改建工程将于年内完成。”
作为泉城特色标志区的核心区域，百
花洲片区正在进行施工改造。经过一
年多的整治施工，“家家泉水、户户垂
杨”的景观雏形已现，整个改建工程年
内完工。

记者看到，百花洲片区内江西会
馆已经基本修复完成，其他仿古建筑
也已露出真容，斜坡屋顶、青瓦花脊，
很有老济南建筑的风格。在改造建设
中，园林部门还将对该区域内的百花
洲水面及现有名泉进行保护、修复利
用，营造泉、井、池、渠等多种水景形
态。路旁栽种柳树，池内种植荷花，与
建筑、街巷共同构成绿色生态休闲空
间，打造“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
风貌。

“在百花洲片区，游客不仅能欣
赏名泉，还能直饮泉水。”据介绍，百
花洲综合整治工程设计了泉水直饮
水方案，工程改造完成之后，通过路
边的直饮点、片区内商铺，游客和市

民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上优质的泉
水。

作为省城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
的一部分，园林部门推出了泉系景
观构架规划，具体为“一环两湖四群
多带”。“一环”指环城公园，“两湖”
指大明湖、北湖公园，“四群”指趵突
泉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泉群、
黑虎泉泉群绿地景观，“多带”指小
清河，东、西、中泺河和老街巷中水
系形成的滨水景观。

同时，济南市将推进城市多样化
亲水平台和设施的建设，扩建亲水区
域，争取到2015年，市区二环路以内
60%以上的泉水、河流、湖泊、湿地等
泉水景观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

据介绍，除完善四大泉群外，还将
对白泉等新建泉区逐步恢复、整修泉
池，形成生态湿地景观。目前，园林部
门正在制定整修方案，年内有望对外
公布。小清河沿线建设北部湿地风貌
区，腊山河、兴济河等城区主要河道也
将成为景观带。

个别河道屡治屡污让人头疼
市政部门呼吁市民养成良好习惯
见习记者 陈熹 本报记者 王光营 任志方

“河道污染，生活垃圾乱扔乱排是
个大问题。”近日，本报报道了刚刚治
理过的兴济河又被扔满生活垃圾，不
少市民反映说自家附近的河道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

济南市市政部门工作人员透露，
城区内外不少河道沿岸存在棚盖、房
屋占压等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沿岸林
立的居民住宅都自接管道将生活污水
排入河道，或者直接向河道倾倒垃圾。
一些排污口还位于暗渠内，为工作人
员探查造成了很大不便。

据介绍，以大涧沟为例，治理工程
实施难度非常大，因为很多房屋都是
沿着河道建的，沿河还建有不少旱厕，
生活污水、粪便直接排入河道。为了解
决这些排污口，工作人员只能上门一
一协调，将居民家的管道接入市政新
建的排污管道中。

“包括大涧沟在内的许多河流上
游属于强渗透带，加上一些河流处在
地下水补给区，垃圾排入河道慢慢渗
入地下，对地下水水质有很大影响。”
据悉，由于各种原因，个别河道屡治屡

污，让人头疼不已，不少河道都进行过
清理，但居民还是习惯将垃圾随手扔
到河道里。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姜
向东表示，治理反复倾倒的生活垃圾
确实让人很头疼，可通过河长制来解
决。

2012年，省城确立了河长制并按
月考核，全市共设总河长11名、副总
河长16名，城区共设河段长62名，对
城区65条河道、170个河段实施全覆盖
管理。河段长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辖区
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具体落实，不管
原始河道啥样，任命河长后，河道内不
能堆积垃圾，不然至少扣10分。

据悉，河长制实行以来，相对以往
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然而，从现状来
看，不少河道仍有垃圾堆放，河长制有
待进一步推进。

“河道治理除了职能部门外，还需
要市民一起努力。”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应该在城乡接合部等地带建设垃
圾中转站和排污管道，让当地居民养
成正确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习惯。

玉符河一桥下

暗藏大排污口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104国道西

侧的北桥村。村南的玉符河上有一座
南北桥，顺着桥走就能听到哗哗的排
水声。

记者看到，桥下有一个巨大的排
污口，略显浑浊的污水顺着桥一侧的
沟渠直接排到了玉符河内。由于管道
藏在桥底，记者没有找到污水的来
源。

沿着桥下100多米长的沟渠走下
去，记者看到南北桥西侧的玉符河河
床汇集了大量污水，成了一个巨大的
污水湖，附近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垃
圾。在河道稍微干涸的地方，则是一
层黑黑的油渍，站在近处能闻到污水
散发的臭味。

记者看到，污水顺着一条小水沟
继续沿河床向西流，形成了一个又一
个的污水坑，一直延伸到京沪铁路桥
附近。铁路桥南侧的污水颜色泛白。

“这里的污水是从上游流下来
的，主要是上游工厂、养猪场排出的

水。”一名正在这里捡拾垃圾的村民
说，这个排水管的污水主要来自附近
的村庄、养猪场、工厂。“一到夏天，我
们在地里干活时，老远就能闻到污水
的臭味。”

与玉符河相似，源自南部山区的
兴济河情形也不乐观。在兴济河槐荫
段，经十路以北的河道上建起了大型
商城，南北延伸数百米，被棚盖的兴
济河河底看不清轮廓。

除了棚盖外，河水还存在污染问
题，时不时飘出污水的臭味。从经十
路往南，每隔几米就能看到一个排污
口。桥底下的垃圾随处可见，河底黑
色的淤泥上泛着白色的气泡。

“这些污水穿城而过，大都排进
了小清河内。”一位市民说。

城区治污工程

仅有一成完工
“按照计划，将新建雨污主次干

管 1 4 6 公 里 ，目 前 完 成 的 大 约 有
10%。”济南市排水管理中心主任姜
向东告诉记者，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点，市区内受污染河流整治任务
比较繁重。

据悉，城区内河道整治主要是进
行河道截污和雨污管线分流工程建
设，原定今年年底完工的城区48条河
道截污整治将提前至“十艺节”前全
部完工。届时，城区主次干管将全部
实现雨污分流，污水不直接排入河
道，而是经由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
厂。

目前，为了有效治理城区内河道
污染，市政部门按区域划分了腊山
河、兴济河、大明湖、大辛河四大分
区，分别对应各分区内的污水处理
厂。这四大分区将新建雨污水主次干
管146公里，变河道排污为截污并网，
实现流域内污水全收集。

姜向东说，春节前各分区污水治
理工程只完成了约10%，市属的26条
河道去年底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将
要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记者了解到，不少河流携污水穿
城而过，但污染的源头大都在城区

外，河道整治工程也分为城区外河道
与城区内河道两部分整治。

据济南市水利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河道存在淤积萎缩、防洪设施较
弱等隐患，由于年久失修，已无河形。
河道整治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排涝，然
后再考虑生态环境效益，为治污做好
准备工作。

2012年，城区外河道整治共规划
了17条，市级所属的9条河道是应急
疏通工程，市水利局负责的7条河道
治理目前已完成绝大部分。从2013至
2015年，水利部门共计划整治41条河
道，其中列入国家整治计划项目的河
道10条，另有20条河道2016年后才能
进行治理。

大明湖水域将

替换原有管线
作为老城区的核心景点，大明湖

和护城河虽然经过治理，但排污现
象还是时有发生。为此，济南市市
政部门启动了南北历山街污水干
管改造工程，对两大景点周边区域
进行污水收集。

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改造工
程主体已基本完工，目前正在回填
工作井并恢复施工航道。此工程主
要在大明湖水域铺设新的污水干
管以代替原有管线，原有的污水管
线因老化出现漏点，影响了大明湖
水质。

据介绍，根据设计，新铺设的
直径为1 . 35米的污水管线将从航
道下面穿过，施工难度非常大。目
前管道已经铺设完毕，被凿开的底
板两头残留着水钻钻头的痕迹，工
人们正站在裸露的新铺管道上清
理淤泥，钢筋绑扎后将浇筑混凝
土，和原有底板融为一体。

按照要求，除大明湖区域的污
水收集工程外，市政部门还将在9

月底前完成广场东沟、广场西沟、兴
济河、万盛大沟等7个景观河段建
设。目前，广场东沟的工程正在实
施，其他工地也陆续有工人进场。另
外，主城区的污水全收集一期工程
也已经动工。

据悉，河道治理重在截污，实现
污水不直排河道，除了解决生活污
水排放外，还必须解决河道雨污混
流问题。市政部门已对部分河道进
行排查，找出雨污水混接点进行截
流。受资金和工期限制，优先对主要
景观风光带、泉水周边地区进行截
污整治。

另外，市级应急疏通工程中，属
市水利局负责的7条河道治理目前
已完成绝大部分。龙脊河和小汉峪
沟历城段属历城区市政管理局负
责，历城区市政管理局河道治理相
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已经完成了两
条河道工程的招标工程，预计3月初
就可以开工，汛期前完成。

在玉符河与京沪铁路的交叉处，已经形成了一潭污水。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被水利部设为首个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后，省城确定了

“泉涌、湖清、河畅、水净、景美”的目标。到今年9月底前，省城将完成7

个景观河段建设，新建雨污水主次干管146公里。不过，记者调查发

现，经过大半年治理，省城部分河道依然存在污水排放现象。

▲地下污水管道直径超过1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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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湖区域污水收集工程护城河穿黑北路桥工地，工
人们正在紧张施工。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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