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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民间泉水专家、著名爱泉人

几十年前，不仅趵突泉喷涌
势头好，普通市民也可以随时喝
到泉水。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人口增多，济南的地下水位逐年
降低。长此下去，不仅泉水常年喷
涌没了保障，济南人的用水也慢
慢成了问题。城市发展不可中断，
但若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充分利
用有限的水源，那才是我们这一
代人真正想看到的。

我的梦想就是，充分利用黄
河水、长江水等工程带来的效益，
同时提高回灌补源的力度和效
率。泉水是济南的名片，是济南的
灵魂，也是哺育济南人的源泉。相
关部门应该继续推进各种保泉措
施，不仅让济南的泉水能够常年
喷涌，在将来还能让济南市民能
够用上清澈甘甜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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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济南两会

今年保泉形势严峻，代表委员纷纷建言

保保护护名名泉泉应应立立法法 处处罚罚 力力度度要要加加大大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见习记者 高寒 实习生 王伟 王宫钦 苑梦月

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建议，在关注泉水喷涌情况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对于泉水载体，即泉
池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针对此问题园林部门表示，2015年将进行十余处泉水的修复工作，主要针对泉
眼疏通、池壁清理以及周边环境提升等方面来进行。

每年的春季，济南的趵突泉水
位都要持续走低。而在夏季，济南市
不少街道却又一片汪洋，大片的雨
水白白流失。怎么缓解这个矛盾？

据记者了解，随着城市快速发
展，济南城区南部上游地面硬化加
剧，湿地、塘坝被大量占用，失去了
调蓄功能，导致雨水下渗量减少，
对城市排水和河道行洪形成巨大
压力。同时，因城市大面积硬化，省
城每年流失的雨水量超过3000万
立方米，通过降雨获得地下水的补

给量逐年减少。随着地下水补给量
的减少，济南市的泉水流量也日趋
减少。

济南市正在试点建设“海绵城
市”。海绵城市初步建设时，济南市
每年可新增地下水320万方，按照
目前各泉群每天不到15万方的喷
涌量可喷20天之久。

根据政策安排，三年试点期
间，济南市可获得中央财政补助15
亿元，通过中期评估和最终验收
后，还可获得3亿元的奖励，共计18

亿元。
据了解，“海绵城市”是一个新

概念，它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
害等方面具有良好“弹性”，下雨时
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
城市”建设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
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实现雨水在城
市区域积存、渗透和净化，提高雨
水资源化水平，保护生态环境。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
要求，济南制定了四大目标。其中
一大目标就是促渗保泉。据了解，
目前全市年地下水补给量为326万
立方米，城市绿地率34 . 8%；到“海
绵城市”初步建成时，年地下水补
给量目标达到647万立方米，城市
绿地率不低于37%。通过“海绵城
市”建设，济南城区每年可新增地
下水300多万方。按照目前数位，各
大泉群每天喷涌量不到15万方，这
些地下水也足够供泉水喷涌20天。

园林部门

济南市园林局局长韩永军介绍，
对于泉水的保护主要分为泉源保护、
泉脉保护和泉池保护三个主题。针对
部分名泉保护尚不周全的问题，济南
市及各区县保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2015年将对舜井、大泉、小无影潭等名
泉进行修缮，具体工作将围绕保护泉
池、提升泉水文化、改善周边环境和提
升泉水影响力四个方面展开。

对于已经有名有姓的泉水，园林部
门的主要工作将集中在清理池底淤泥、
整修池壁砖墙等工作。以历城区的突泉
和大泉为例，突泉位于柳埠镇突泉村，
以水井的形式存在。“突泉在前期曾经
进行过整修，现在已经成为了周围村民
的取水点。”历城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突泉井口不易继续扩大，只
能着重进行境内石壁的加固与整修。

而位于仲宫镇大泉庄的大泉面积
达到三千多平方米，泉水自九曲河西侧
岩孔涌出流入泉池。周边七八个村庄均
使用大泉泉水进行饮用、灌溉，池塘下
埋着很多管子，直接通到村民家中。历
城区园林部门介绍，今年大泉周边将进
行建设，如铺设正规道路、修建配套设
施等，使其更具游览条件。此外，若条件
允许，还将对池底淤泥进行清理。

在平阴县等郊县，名泉修复也被
列入了2015年计划之中。平阴县旅游
局工作人员表示，2015年将对平阴县
内的扈泉、洪范池、书院泉和日月泉进
行全面整修。“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游览
景观建设，例如在周边打造亭台楼榭，
铺设石砌阶梯，增加花木、绿化带等，
使这些泉池更加像是一个旅游景点。”
平阴县旅游局工作人员说。

除名列72名泉之内的泉水外，园林
部门针对一些无名泉也将进行修缮。以
无名泉最集中的历下区为例，针对百姓
家中的一些小型泉水，园林部门将按照

“修旧如初”的方法进行修缮，对其加固
护栏、制作仿古设施。同时，对于部分泉
眼进行疏通，确保其通畅，不被人为毁
坏。

今年将修复

十余处名泉

提高保泉力度

泉水常年喷涌

为了进一步利用好、保护好
泉城的泉水资源，济南市考古研
究所所长李铭建议济南市应该建
设泉博物馆。

李铭认为，泉水是城市的一
部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建设和
开发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泉水的地
下环境。由于济南泉水大部分分
布在老城区，近年来，济南市加大
了老城区的改造建设力度，给未
来的保泉工作也带来了一定难
度。

仅仅保护泉池还是不够的，
济南市相关部门还应该建立济南
泉博物馆。李铭在提案中提出，济
南泉博物馆的建立不仅可以为济
南泉水申遗作出应有的贡献，更
可以让世界了解济南这个泉水之
都，让济南泉水走向世界，提升济
南知名度。

李铭认为，泉博物馆与传统
意义上的展室博物馆相比，突破
了空间限制。“整个老城区即是博
物馆，每处泉水即是馆中的展
品。”

“济南泉博物馆可将老城区
内民居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合院中
的古井、无名泉水等纳入其中，与
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李铭说，博
物馆可向市民、游客展示泉城济
南“水涌若轮”、“清泉石上流”、

“掀开一块石板就有泉水流出”的
独特风景。

他认为，泉博物馆的建立过
程也是一个对名泉进行细致保护
的过程，也是一个保护和弘扬泉
文化的过程。

建设济南泉博物馆

每处泉水都是展品

保保泉泉何何时时摆摆脱脱““靠靠天天吃吃饭饭””

泉水水位和流量

随降水量变化

3月31日以来，不到一周时间，
趵突泉水位止跌回升了20厘米。但
那场春雨带来的水位提升势头却
在4月7日停止。7日，趵突泉、黑虎泉
水位双双回落5厘米，这也说明，无
论是回灌补源，还是限采地下水，均
无法在根本上抵消天气干旱对泉
水的影响。济南市名泉保护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也承认，济南市的保泉
工作很大程度还是要“靠天吃饭”。

“回灌补源、限采地下水只能缓解水
位过快下滑的趋势。”

根据山东省地矿局801队调
查研究认为，大气降雨通过南部
山区的岩溶裂隙渗入地下,形成
丰富的裂隙岩地下水。地下水顺
着岩层向北径流,至市区泉城路
一带受到北部的火成岩体阻挡，
地下水富集形成了相对较大的地
下水压力区，岩溶水水位随之抬

升，形成了天然泉水。
据济南市名泉办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大气降水量的多少直接
影响泉水水位高低，随着降水量
的季度变化，泉水水位和流量也
相应地出现季节性变化。“泉水喷
涌是一种自然现象，形成于特殊
的地质条件，呈现出集中补给，长
期消耗的特点。”

该工作人员介绍，保持泉水持
续喷涌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
就是南部山区尤其是泉水的直接
补给区一定要有足够多的降水。相
关人士介绍，根据目前济南市的各
项保泉措施，在正常降水年份，泉
水可以保持正常喷涌，如济南常年
降水在730毫米左右。“但是去年济
南全年降水量才为433 . 0毫米，为
2003年趵突泉复涌以来最少的一
年，泉水能喷到如今已经实属不
易。”

抽取地下水在和

泉池“抢水喝”

历史上，由于济南地下水开
采得少，济南市区各大泉群很少
出现停喷断流的情况。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泉群周围的水源地
越来越多，地下水开采量持续增
加。如1975年底，济南六大水厂全
部供水能力达到36万吨每天，而
当时泉水流量只有16万方每天，
每天抽的地下水为泉水流量的2
倍多。因此，之后济南泉水慢慢

“枯萎”。
济南市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

本世纪初，建设了玉清湖水库、鹊
山水库，市民由喝地下水改喝黄
河水。省城每天用水约75万方，黄
河水占到9成以上。济南市逐步关
停了市区内、东郊、西郊的地下水
源地，只作为备用水源。自2003年
以来，济南市还封闭深层自备井
370眼，浅层自备井3000余眼，减
少市区地下水的开采量。

由于济南东部城区周围没有
充足的地表水源，而黄河水厂位
于城区的西侧和北侧，城市管网
建设又比较滞后，导致东部城区
还有部分公共水源地在抽取地下
水，不少企业和小区使用自备井
抽取地下水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
要。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省城地下
水每天开采量仍近20万方，城中村
一些小区和居民乱采地下水每天

也在3万方左右。此外，市中、槐荫、
历城以及长清境内的58万亩农田
的灌溉，还需要使用18000眼机井
抽取地下水来进行。据了解，每年4
月到6月，小麦需要大量抽取地下
水灌溉，而这时又是降水较少的时
候。这些农田主要采取漫灌等方式
灌溉，用水量很大。

渗漏带不断开发

地表水下渗少

“泉水的正常喷涌不仅要有
降水，而且降水还要渗漏到地下
才行。”一保泉专家告诉记者，但
是济南南部山区的面积却不断缩
小，济南市区的南部边界上世纪
70年代在四里山，80年代在七里
山，90年代到了南外环。目前在南
外环和绕城高速之间，也在进行
开发。

据了解，50多年前，济南城区
面积仅为28 . 89平方公里，泉水
直接补给区的城镇面积为1 . 985
平方公里。目前，省城城市面积早
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泉水直接
补给区内的城镇和乡村建设面积
也已扩展为50多平方公里。而泉
水直接补给区的渗漏补给面积直
接少了75平方公里。

不仅是泉水直接补给区的面
积越来越少，就是对保泉至关重
要的强渗漏带保护现状也是岌岌
可危。强渗漏带是一种地质结构，
可以把地表水快速补充到地下。

经过详细实地勘察，24个重点
强渗漏带位于泉域重点渗漏范围
内，流域面积316平方公里,核心区
总面积49 . 6平方公里。目前，强渗
漏带现状共三种类型,一是已经被
城市建设完全覆盖和硬化,丧失了
补给能力的强渗漏带5个；二是正
在开发建设，尚具备补给能力的强
渗漏带5个；三是基本保留近自然
状态的强渗漏带14个。

根据相关专家的研究分析，
近自然状态流域面积约235平方
公里的强渗漏带，多年平均条件
下，每年流域地下水补给量为
4190万立方米，相当于每1平方公
里强渗漏带流域面积补给地下水
约18万立方米。

而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容，强
渗漏带建设硬化后年减少地下水
补给量603万立方米，相当于5个
大明湖容量，增加地表径流量
1436万立方米。

海绵城市>> 城区年增地下水320万方，供泉水喷20天

在探访中，无论是七十二名泉
中的玉环泉、舜井，还是醴泉、饮虎
池等其他泉眼，都存在泉池保护不
周的情况。舜井由于地处建筑工
地，其后面的石碑已经被钢筋护
住。井口虽有铁丝护栏，但井内塑
料袋、矿泉水瓶仍然清晰可见。相
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五龙潭附近的
醴泉，醴泉泉池内经常会出现纸质
宣传册，经常是今天刚刚打扫，第
二天继续出现。

而望水泉、芙蓉泉等已基本停
喷的泉水，则面临这池内水质变差
的问题。芙蓉泉泉池不小，但由于
泉水长时间不流动，因此水面上已
经浮上了薄薄的一层水生植物，本

来池内存在的几十条金鱼也不见
踪影。而趵突泉公园内的望水泉地
处公园最深处，游人不多，对泉池
的保护也显得力度不够。几日雨水
下来，不仅有复涌迹象，水质还变
得愈发浑浊，前一天的矿泉水瓶第
二天依然存在。

在济南城郊，很多泉水的现状
则更加糟糕。位于龙洞风景区的林
汲泉已经变成了“垃圾箱”。不仅泉
池内出现了不少垃圾，周围环境也
遭到破坏。林汲泉现今仍未停喷，但
由于保护不周，已经鲜有游客到此。
类似于林汲泉的情况，在济南郊区、
区县并不鲜见，而一些无名泉，则已
经由于附近居民过度开发而消失。

据记者了解，在迎仙泉、百花
洲、曲水亭等泉水旁边存在不少市
民用泉水洗车的现象，多个部门为
此展开了多次治理，但是每次都禁
而不绝。有媒体报道，曾有洗车商
家直接从迎仙泉内抽水来洗车，但
是《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对这种
不文明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
相关处罚措施。

很多市民对这种不文明行为

很不满，“泉水是用来喝的，怎么能
随便抽取呢？”有些市民在洗车时
还使用清洗剂，不少市民担心在泉
边洗车，这些清洗剂和脏水会流到
泉池内，影响到泉水的清洁。不过
也有市民认为在泉边洗车对泉池
和泉水影响不大。

记者查阅了《济南市名泉保护
条例》发现，《条例》明确规定，在泉
边洗衣、随意倾倒垃圾以及填埋、

占压、损毁名泉泉池、泉渠及其人
文景观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而对是否能够利用泉水洗车没有
明确界定。

政协委员高咏梅等人认为，
《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是在2005

年公布实施的，目前已经有十个年
头，里面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具备可操作
性，“比如对泉水就没有明确规定，

应该进行修改。”
高咏梅告诉记者，泉水洗车

对泉池是否有危害，危害程度有
多大，“相关部门应组织专家进
行详细的界定，如果对泉水确实
有害，应该在条例中明确禁止。”
而且，还应该确定相关的处罚标
准，“由于泉水是济南的灵魂，处
罚标准不应太轻，否则起不到震
慑作用。”

委员建议>> 对破坏泉水行为要有明确界定和处罚措施

在济南历朝历代72名泉名录之
中，舜井均在列且排名靠前。由于其与
大舜的联系，以及地处闹市区正中心，
对于舜井的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名泉
保护技术处处长田晓东表示，2015年
对于舜井的保护将正式启动。

名泉保护技术处处长田晓东介
绍，舜井在历史上出水量极大，对其整
修的第一步就是对池底进行清淤，并结
合其地质水文特点，保证其在正常年份
能够正常喷涌。此外，名泉办联合文物
部门，搜集各种关于大舜的诗词歌赋、
神话传说，准备在舜井周边建设舜文化
展示长廊。而由于舜井地处闹市区，又
紧邻大型商场，今后舜井周边还将作为
济南老城区旅游的名片进行建设，使其
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相关链接

舜井周边将成为

老城区旅游名片

延伸阅读

济南的泉水归根
结底是地下水。而地下
水最终由降水渗透到
地下而来。从这方面来
讲，泉水难以摆脱“靠
天吃饭”的现实。据了
解，济南市为了保泉已
经采取了封闭自备井、
引黄工程、水源置换等
手段。但是，地下水抽
水过多、南部山区泉水
补给区面积不断缩小、
渗漏带保护不力等因
素也会和泉水抢水喝，
给泉水持续喷涌蒙上
一层阴影。

专家建议

记者探访>> 或遭破坏或已消失，多处泉水保护不力

见习记者 高寒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 习 生 王伟 王宫钦

苑梦月

▲8日上午，趵突泉水位恢复到27 . 70米，这令看泉的游客感到欣喜。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有不少游客竟将泉池当成了“许愿池”。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春雨滋润，黑虎泉明显精神了许多。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10年秋季，趵突泉在丰水期“腾空”的盛况。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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