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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首首次次划划定定
历历史史城城区区范范围围
单位有望收购开发历史建筑

泉城济南，作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城保护规划至今已有21年。随着城市发
展，规划内容也有了局限性，缺乏了对济南工业遗产、历史村镇等遗产要素的重视。去年9
月，济南市政府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工作，截至目前已有了初步成果。9日，
在济南市规划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题面复会”上，济
南市规划局总规划师牛长春、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有关负责人做了详细解读。

本报记者 喻雯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历
史城区范围是哪里？这跟大家所说
的“老城区”是一个概念吗？不少泉
城百姓的疑问，在此次《济南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中首次得到了明
确。

牛长春说，历史城区的四至范
围，这是个新概念，以前从来没有
过。《规划》中指出，济南市历史城区
的四至范围为北沿胶济铁路，东至
历山路，西至纬十二路，南到经十
路。面积共计16 . 03平方公里（如
图）。“历史城区划定的原则一是对
比1928年城市建成区，再就是衔接
建设用地及道路水体边界，便于管
理。”牛长春说，历史城区相较于原
有的明府城面积要大很多，比市民
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老城区也有所不
同。历史城区确定之后将成为法定
概念，老城区仅是口头上的称呼,在
多数人观念里，老城区是指的老商
埠区加明府城片区。

《规划》初步成果要求形成保护
历史城区古城及商埠区双城并举的
历史格局，重点保护古城整体风貌
及1园12坊商埠区特色小网格街巷
风貌片区，保护经二路、经四路横向
连接双城的格局特色。

“划定历史城区范围并不是说
内部所有的建筑都不能动，而是进
行不同保护级别的划分。”牛长春表
示。历史城区内的交通也有明确规
划。具体来看，分离城市交通，增设6
条中运量城市通道网。强化衔接交
通，在济南站、新东站、郭店等大型
枢纽地区设置停车场，在历史城区
外围规划5处公交换乘枢纽。优化历
史城区交通，建设中运量“四横五
纵”公交走廊，增设公交专用道，推
行公共交通信号优先，建立社区公
交。

历史城区跟老城区

不是一回事儿

济南作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早在1986年就获得了如此殊
荣。1989年完成了《济南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成果，1994年8月29日，
当时的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了
该规划。牛长春说，随着城市的发
展，已有的名城保护规划虽然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但现状与其要求相
比有较大变化，难以满足保护需求。

具体来看，规划内容上有了时
代的局限性。编制时间较早，受当时
条件限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明府
城，缺乏对工业遗产、历史村镇、历
史建筑等遗产要素的重视，没有构
筑全面的遗产网络体系。此外，在实
施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部
分街区遗失；古城商埠风貌、高度控
制部分失控；古城、商埠功能复兴、
交通、市政有待提升；名城保护配套
制度、资金、实施模式有待进一步完
善等。

“2014年9月，济南市政府启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工作。”
牛长春说。规划工作研究形成了4大
名城价值与保护要素，明确了济南
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老规划局限在明府城

其他遗产重视少

挖掘济南的历史文化元
素，尤其是各类历史文化遗产
的利用，这是文化名城保护的
重要内容。《规划》中明确了市
域范围内文化遗产廊道，主要
包括：胶济铁路文化遗产廊道、
小清河文化遗产廊道、玉符河
文化遗产廊道、绣江河文化遗
产廊道（如图）。沿廊道串联历
史文化保护要素约261处。

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上面临很多

问题。牛长春说，因资金投入限
制，一些优秀建筑没有得到及
时的修缮保护。为此，人大代表
刘奎提出了“以开放的心态寻
求社会资本保护城市遗存”的
建议。对此，牛长春说，首先是
相关法规政策的完善，下一步
将研究出台《济南市历史建筑
保护办法》，对在保护工作中引
入社会资本等问题予以明确，
使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我们将创新探索建立专
门机构，研究功能置换、兼容使
用、开发权转移、减免费用等鼓
励性政策措施，提高历史建筑
的利用水平。”牛长春说，结合
实际收购历史建筑，并通过公
开招标等方式选择符合历史
建筑保护利用要求的单位和
个人，在不违反保护规划和相
关管制要求的前提下，鼓励支
持利用历史建筑开展与保护
历史建筑相适应的文化创意、

休闲旅游、开办展馆和博物馆
以及其他形式的特色经营活
动，对历史建筑进行合理的开
发利用。

目前规划部门已会同历下
区政府，开展明府城片区保护
与改造实施策划研究，加快明
府城片区的先导工程百花洲一
期工程建设，同时，以题壁堂、
状元府等重要节点为试点，探
索公房产权置换方式，推动明
府城片区的拆迁征收工作。

以题壁堂状元府等为试点，探索公房产权置换

初选101处建冷泉利用系统

《规划》结合泉水文化遗产
保护、冷泉利用系统及其缓冲区
保护、泉域保护等，提出了泉水
及泉水文化景观的保护专章。

规划拟定古城和四大泉域
范围内的12类泉水文化遗产要
进行全面保护。四大泉域从东
向西依次为百脉泉泉域、白泉
泉域、济南泉域（含长孝水文地
质单元）、洪范池泉域。12类泉
水文化遗产则包括泉水泉池、
泉水人工河道、泉水人工湖泊、
泉水人工渠系、泉水水闸及其
他、泉水公共空间、泉水（街区）
街巷、泉水（街区）宅院、泉水私

家园林、泉水寺庙、泉水人文景
致、泉水村落等。

不同类型保护的具体内容
和要求也有所区别。泉水泉池
保护方面，主要保护内容为古
城4大泉群泉水、泉池及市域6
大泉群泉水、泉池。不仅要保护
泉水的出水位置、出露特征、泉
池材料、泉池形状还要保障汇
水面积、延续泉水功能，整治周
边环境。

根据规划，在泉水文化遗
产中初步筛选101处遗产要素

（真实性完整性较好），构成济
南古城冷泉利用系统。其中泉

水泉池41处，占比最多。对于冷
泉利用系统，牛长春解释，冷泉
是区别于很多城市的“温泉”而
提出的概念，水温在18℃左右，
资源比较稀缺。

除了朱家峪这个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外，济南还有2个中国
传统古村落，8个省级传统村
落，3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等。

《规划》中指出，中国传统村落
是朱家裕村、东峪南崖村。此
外，通过调研摸底，还新推荐了
60个传统村落。

此外，此次名城保护规划
中有明确规定，经市政府认定

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
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未依法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
筑物、构筑物。比如同仁会济南
医院旧址、纬二路近现代建筑
群、清巡抚院署大堂等。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中提
到，推荐历史建筑在公布批准
前，应按照历史建筑标准进行
保护，即外观不变，内部可根据
需要进行适度改造。还要加强
对历史建筑修缮技术的积累、
修缮队伍的储备以及资金的保
障。

●小清河文化遗产廊道
全长约43公里，地跨：槐荫区、天桥区、历城

区、章丘市四大行政管辖区；主要涉及遗产内
容：大辛庄遗址、洪家楼天主教堂、兴福寺、华阳
宫古建筑群、娄家庄娄家祠堂、兴龙桥、通和塔、
新华院旧址等23处。

北北沿沿胶胶济济铁铁路路

西西至至纬纬十十
二二路路

南南到到经经十十路路

东东
至至
历历
山山
路路

面面积积共共计计1166 .. 0033
平平方方公公里里

●胶济铁路文化遗产
廊道

约75公里，地跨：
市中区、槐荫区、历城
区、历下区、天桥区、
章丘市六大行政管辖
区；涉及遗产内容：原
胶济铁路济南站近现
代建筑群、大辛庄遗
址、城子崖遗址、黄花
山造像、闵子骞墓、小
娄峪古建筑群、真武
阁、鲍叔牙墓、梵王宫
等191处。

绣江河文化廊道

胶济铁路文化廊道

小清河文化廊道

玉符河文化廊道

●绣江河文化遗产廊道
全长约55公里，地跨：章

丘市行政管辖区内；主要涉
及遗产内容：绣江河生态涵
养区、章丘刁镇旧军庄村、双
山三涧溪村、小荆山遗址、高
亦吾故居、常道观、李氏祠堂
李开先墓、南河遗址、明山墓
地、毕杨汉墓群等19处。

●玉符河文化遗
产廊道

全长约 4 8公
里，地跨：槐荫区、
市中区、历城区三
大行政管辖区；主
要涉及遗产内容：
玉符河生态涵养
区、黄花山造像、
太甲山摩崖造像、
峨眉山古建筑群、
古城遗址、锦绣川
水库等11处。

▲济南市地图
历史城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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