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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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是否保留应取决于民意

@何磊：石板还是公交？这是
个问题。如果技术水平达不到要
求，那么中看不中用的石板还是
退出泉城路吧。其一，每天特别是
早、晚高峰和晚上9点至10点之间，
途经泉城路的每辆公交车满载率
都比较高，这说明泉城路上的乘
客对公交车的刚性需求客观存
在。其二，泉城路南北两侧的黑虎
泉西路和明湖路都不是主干道，
承载能力有限，如果将3路、50路及
101路公交车分流到这两条路上，
无疑会增加道路拥堵程度，影响
这几条线路的乘客出行效率。其
三，创建“公交都市”给城市的变
化之一就是公交线网越织越密，
解决好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泉城路上没有公交，和这一理
念相悖。

泉城路不能太铺张浪费

@刘建国：泉城路的看点，在于道
路两侧的购物休闲场所较多，而道路
中间的车辆通行路段，与泉城路的整
体布局没有太大关系。很多大城市的
商业街，并没有车辆通行功能，只是
单纯的商业街，而泉城路则不同。基
于此，对于泉城路，有必要采取集约
化管理方式，实现该路段功能的最大
化。对于中间车辆通行路段，没有必
要使用石板材料，只要能使道路结
实、耐用，都可以使用。而对于道路两
边的行人路段，则有必要区别对待，
尽量追求完美、高端的设计，让泉城
路的金街功能凸显。

石板路要限制车辆通行

@韩桂香：说到底，石板路屡
屡被损坏，原因在于泉城路车流
量较大，没有得到有效的限制分
流。那么，要想保护好石板路，就
需要在车辆的通行方面做足文
章。泉城路是商业街，是省城购物
消费的重要窗口，应以增加人流
量、减少车流量为目标，让该路段
呈现出更多的商业气息。对于通
行车辆，要在重量、车型等方面做
出严格的限制，尽量减少车辆对
路面的损害作用。

泉泉城城路路石石板板
该该不不该该保保留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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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刘曰章：泉城路是济南的黄金地段，
但不是步行路段，还允许公交车辆通行，对路面
的损坏程度非常大，反复维修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这样，按照原先的设计就已经不适应金街
人车混行的需要了，就必须考虑车辆对路面的
破坏性。反反复复维护是对金钱的浪费。泉城路
石板不适合再保留，应以实际为准，进行沥青或
水泥路面处理。

二辩@郑三运：石板路彰显了泉城古色古
香的味道，但三番五次损坏，反反复复维修，让
人视觉疲惫、听觉烦躁。既然是多年的难题，就
说明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与其年年维修，不如
趁早更换，失去了石板大道，济南还是济南，泉
城还是泉城，同样具有特色。至于古朴的风格，
可在设计中体现。

三辩@王平昌：泉城路公交车道的石板还
是去除为好，否则，即使这次修好，以后再次维
修在所难免。不光劳民伤财，还会影响市民的出
行以及商家的正常经营活动。鉴于此，此次改造
应一步到位，道路改造要有远瞻性，经得起时间
的洗礼、岁月的冲刷。

四辩@俞夏：泉城路应结合实际重新定位
和设计，人行道可保留石板路风格，车行道不必
保留。作为标志性街道，当初石板路定位于步行
街，寄寓“清泉石上流”的美好意境，但随着城市
的发展，泉城路重新通车，并增加了公交线路，
在很难完全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应从
实际出发重新定位和设计泉城路的道路，特别
是车行道，不宜保留石板路。

一辩@赵守翠：泉城路是省城的“金街”，是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石板铺路体现了特色和
亮点，应予以保留。最为重要的是对通行车
辆的类型、频率、时间段等，进行管控和限
制，避免车辆对路段造成太大损害，泉城路
石板可更新材质和铺法，体现泉城特色及商
业街的氛围。

二辩@韩桂香：石板路是济南老街巷的特
色，应该保留，很多市民都拥有石板路情结，
这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当下城市发展
速度较快，好多地方造成千城一面的尴尬局
面，城市的独特性越来越受重视，石板路是济
南的独特风景，应重视和保留，更要想办法去
保护好。

三辩@王平：笔者曾在泉城路石板破损的
地方观察过，绝大多数破损是在各个石板的衔
接处。车辆反复碾轧后，石板之间脱节很大，造
成石板松动或翘起。提高石板路面荷载量是解
决石板容易损坏的关键。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
提下，应充分考虑路面对公交车的承受力，最
大限度地延长使用周期。

四辩@徐可顺：一座城市的韵味往往体现
在她的街巷深处，泉城路是最能代表济南发展
历程与轨迹的街道了。泉城路当初就是按步行
街设计建造的，这本身体现了一种进步，可由
于种种原因，后来通上了公交车，以至于多年
来维修不断。泉城路所在区域是济南老街巷，
要增强城市文化底蕴，让城市拥有记忆功能，
就要保留这条石板路，回归步行街。

近日,泉城路部分路段又开始维修了,不少市民质疑,刚刚修完咋又维修?道路
出现破损进行整修属正常,而泉城路部分路段的整修,近几年来变成“加长版”的工
程。本报曾报道《泉城路数十处石板松动中旬开修,三年维修花660万》,刚过三个月,
道路再次维修。究其原因,是泉城路石板经不起车辆尤其公交车辆的碾轧。维修每
平方米花费千元,近年来反复维修已成恶性循环,泉城路石板该不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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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维修不如趁早更换 保留石板体现泉城特色

有石有泉相得益彰

@孙建国：有泉有水是好事，有
石才能和泉更相映，如果能营造清
泉石上流的意境就更好了。修建泉
城路为石板路的立意本身是不错
的，也应该继续传承发扬。这样石、
泉、水，相得益彰，更具泉城特色。打
造这样的泉城路石板样式，很重要。
建议留下石板道路，同时进行升级
改造，根据现有车辆的载重量，考虑
安全系数，选择合适的石料，将路基
科学设计，施工科学合理，一次到
位，保留特色的基础上保证通行。

保证施工质量是关键

@侯家赋：去年7月份报纸报
道：泉城路石板路铺设完毕，五年不
用翻修。可现在还不足一年，又要翻
修。不禁令人质疑：当初的设计、施
工是怎么保证的?泉城路再一次翻
修，关键是应当把好质量关。道路施
工的设计、监理、验收等部门，应当
发挥真正的作用，不要被承包的施
工单位的种种手段所迷惑，甚至一
同作弊。应当严把工程施工的质量
关，把泉城路修成一条让市民称赞、
经久耐用的合格工程。

交通功能才是第一位

@吴明：泉城路从1999年改造
建成到现在就没有消停过。整天修
修补补，去年还大修了一次，但效果
并不理想，路面上有很多石块，依
然是龇牙咧嘴的。现在是不间断
地维修，整天敲敲打打地更换大
石块，既浪费资金又给人们出行
带来不便。石板真就这么有文化
味吗？就真的提升了城市形象？北
京的长安大街不也是沥青路吗？照
样闻名于世。王府井也没有石板，依
然是首屈一指的商业街。泉城路是
老城区东西向交通主干道，交通功
能是第一位的，不能只顾美观漂亮
而本末倒置。

精论

泉城路修修补补在市民心中已成常态。(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张庆金

马路修好才几天，

石板维修令人厌。

影响出行路难走，

缝缝补补没有完。

补丁工程何时了，

路政管理如此难。

监管何时能到位，

不要花那冤枉钱。

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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