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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引泗河水涤清老护城河，贯穿城区诸河流

老老河河道道换换新新颜颜，，整整座座城城靓靓起起来来

泗河引水入城工程使曲阜明
故城的水环境得到净化和美化，
城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它
只是曲阜生态宜居水城建设的一
个组成部分。

近年来，曲阜市委、市政府做
出了打造“生态宜居水城”的重大
部署。相继实施了截污导流，蒋沟
河、小沂河综合治理和护城河引
水等工程，对城区、主要交通干线
和河流两侧环境面貌进行综合治
理，建设了大沂河、小沂河、护城
河、小林河四大生态绿化风景带。
为了打造出独特的水系景观，曲
阜市编制了城市水系规划，蓼河
治理，明故城二、三级水系建设，
大沂河延伸等一批重点水系工程
相继建设完成，形成一批集防洪
抗旱、涵养水源、休闲游览等于一
体的新的生态亲水景观带和“水
绕城、水环城、水养城、水美城”的
独特景观体系。

本报潍坊6月12日讯（记者
张浩） 6月11日，在洛城街

道屯田西村，64岁的村民王兰
星正在网上查看当天的村务公
开情况，虽然打字不算熟练，他
还是给记者演示了一遍。打开
洛城街道的办公网址，点击进
入“阳光村务信息平台”便出现
该街道118个村，点击“屯田西
村”，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后，村里的各项事务就呈现出
来。

村里钱花了多少，又是怎
么花的，谁家有人入党，谁家享
受 低 保 政 策 ，谁 家 批 了 二
胎……从今年4月18日开始，潍
坊寿光洛城街道118个村同步
推开“阳光村务信息平台”，只
要村里管的事，一条条地都晒

到网上，像王兰星一样，全街道
任何一名村民坐在家中，只要
有台电脑，就能监督村干部的
所作所为。

平台上有党务公开、村务
公开和财务公开三项内容，老
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财务，看看
村里的钱花哪里去了。点击屯
田西村5月份的财务，各项收支
数据清晰公示，大到支付电费
58663 . 43元，小到买中性笔支
款175元，都一笔笔在列。

村民对数据如有疑问，可
以随时提问。4月29日，屯田西
村的村集体开支多了25000元，
名为“绿化支出”。王兰星在村
里转了一圈，总共也没发现新
栽几棵树，便向村委提出质疑。
面对质疑，屯田西村党支部书

记葛茂学拿来了开支明细，列
明采购296棵树苗的费用、吊车
费、运输费和13天的人工费，合
计起来没错，就是25000元。

洛城街道纪工委书记李秀
欣介绍说，平台开通不到两个
月，点击量已达3万余次。东斟
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坦言，
在推行之初担心会有无理取闹
的，通过试用发现，村民的留言
几乎都是在为村庄建设提出的
合理化建议。

洛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焕
军表示，实行“阳光村务信息平
台”，就是要真正给群众一个明
白，同时给干部一个清白。干部
和群众的主要矛盾是沟通不足
产生的猜疑，主要矛盾解决了，
一切便迎刃而解。

打造宜居水城

曲阜正在进行

网网上上晒晒村村务务，，让让村村民民明明明明白白白白
寿光洛城街道推行“阳光村务信息平台”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流淌
着一条河，她承载着我们童年捕鱼
摸虾、嬉戏玩耍的美好时光。如今，
一条条伴你我成长的河流变得怎
么样了？她是否还在那里，是否还
能游泳，是否还能看到鱼虾……

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对河流的
保护，但不可忽略的是，严重污染
的河流目前仍然大量存在，由于
缺乏有效的监督治理，污染物扩散
到河流周边的浅层地下水域，严重
影响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饮用以
及农作物灌溉，不少村民甚至因
饮用被污染的地下水而患病。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身边的
河流，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齐鲁
晚报联合阿里公益共同发起“步行
齐鲁·家乡的河”公益活动，曝光那
些乱排乱放污染河流的行为，让我
们身边的河水更清，鱼虾更多。

如果你家乡的河流正在承受
污染之痛，如果家乡的乡亲没有
干净的水饮用，如果发现有人正
在排污却没有人来管，你都可以
告诉我们，本报记者将赴现场进
行调查采访，曝光那些乱排乱放
污染河流的行为，以及治污不力
的企业和部门。

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96706，也可以关注齐鲁晚
报网、齐鲁晚报官方微博和来往
官方账号、天天正能量微博和来
往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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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污染的河流

曲阜城区最南部的蓼河
十里儒家文化旅游景观带内，
成排的绿树已吐露夏日生机，
别具风格的小亭长廊错落有
致。伴随着优美的乐声响起，
分布在河道内的喷泉喷出美
丽的水柱。这里是曲阜引水入
城工程的最后一站，从泗河而
来的水流先后流经护城河、泮
水河、小林河、小沂河、大沂河
后，最终在蓼河湖汇集。

“泗河是山东省中部较大
的河流，水源丰富，枯水期也
能达到18立方米/秒，而引水
入城实现曲阜市城区内河流
水系循环贯通，所需要的流量
不到2立方米/秒。”王庆文说，
随着南水北调的水污染综合治
理，泗河水已达到了三类水的
标准，这保证了引入城内水质

的高标准。而曲阜城区北高南
低，不用提灌，便可顺势南下，
更为引水入城创造了条件。

“引进泗河水，曲阜城内
的河流也活起来，这让圣城曲
阜多了不少灵气。”曲阜市委
书记李长胜说，2011年年底，
曲阜市提出了打造生态宜居

水城的理念，2012年年初，曲
阜投资8868万元的引水入城
项目正式启动，去年9月26日
工程正式通水。泗河水输送贯
穿曲阜城区河流，也实现了包
括泗河在内的7条河流的贯
通，一个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自
此形成了。

七条河流相通，激活一座古朴老城

曲阜明故城护城河环
绕高大的古城墙而建，总长
度约5400米，作为一代代老
曲阜人的记忆，护城河是曲
阜明故城的一个标志，但是
由于前些年的污染，这条曾
护卫圣城数百年的河流竟
变成了臭水沟。2012年初，
曲阜市出资近9000万元，将
城北四公里外的泗河水引
入护城河，并贯通了城区其
他几条河道，使古老的护城
河重新成为曲阜人的骄傲。

文/片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庄子帆

夏日的清晨，环绕曲阜明
故城的护城河微波粼粼，清澈
的河水缓缓流动，曼长披拂的柳
条轻坠河面。河岸的垂柳下，不
时有操着各地方言的游客缓步
走过，静静地看着河水从青色的
古城墙外流淌，或撑把太阳伞在
青色的石桥上拍照。

69岁的翟玉祥祖辈几代人
都生活在护城河畔，每天到河
岸的树荫下和老伙计们下棋
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我
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在河里洗
澡，还捉鱼摸虾，当时虽然是
土河沟，但水很清，夏天有莲
花时就更加漂亮了。”翟玉祥
笑着说，儿时与玩伴嬉戏的场
景仿佛就在眼前。

但是，伴随一代代老曲阜
人成长的护城河，却一度成为
他们心中的痛。“城市发展得
越来越快，人口也越来越多，
前几年这条河成了垃圾场，生
活污水、垃圾直接进到河里，
经过此处回家时，都捂着鼻
子。”翟玉祥说。

“这时的护城河就是一潭
死水，城墙内居民的生活污水
全都排放到河道内，天气热的
时候，河水污浊，杂乱的水草遍
布，还发出刺鼻的臭味。”自1995
年便在曲阜三孔景区做导游的
王海燕说，很多游客笑称这条
600年历史的河流为“龙须沟”。

“2012年，护城河进行了
清淤，活水开始注入，现在的
护城河已经展现出了全新的
容貌。”导游刘爱莲笑着说，原
本导游们不愿向游客提及的
护城河，现在成了他们经常讲
解的一道景观。

六百年的护城河

一度成“龙须沟”

曲阜城北近4公里外的泗
河，160米的水面碧波荡漾。因
为现在还没有进入丰水期，这
条流经孔孟大地的第一河水
流有些轻缓。贯穿104国道的
泗河大桥以西约200米处，一
条长160米、高5 . 8米的橡胶坝
将泗河水一分为二。“泗河自
东向西流动，在枯水期阶段，
橡胶坝将水面抬高、回流。”曲
阜市水利局设计室主任王庆
文说，这都是为了改变城市水
环境提供便利条件。

跟随王庆文向东步行约

500米，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水
闸竖立在泗河南岸。水闸外有
两层钢筋滤网，流水顺势而
下，哗哗地向南流向地下的一
条水道。王庆文不加解释，而
是驱车载着记者来到了位于
曲阜明故城护城河的东北角
处。在护城河东侧和北侧交汇
处，藏身在清澈水面下的一个
长宽约两米的方形水池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水池仿佛一个
泉眼，源源不断地涌出水流，
顺地势而下形成了向南和向
西的两个流向。

“我们在地下埋设了管
道，泗河水以每秒1 . 5立方米
的流量引到这里，以保证护城
河的活水流动。”王庆文介绍，
2012年初，曲阜市开始着手建
设引泗河水入城工程，经过9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于当年国
庆节前竣工通水。同时，曲阜市
封闭了护城河内的所有排污
口，并修建了明故城内的地下
排水管道。“生活污水‘截住’
了，清澈灵动的泗河水流进来
了，5400米长的护城河自然就
焕发了新的活力。”王庆文说。

截污水引清水，老护城河焕发青春

河水清澈，垂柳依依。古老的护城河仿佛又焕发了青春。

透过桥孔看，护城河恰似一幅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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