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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泉城特色

新地名不受待见

“与老城区以经纬方式命名
相比，东西新城区在道路命名上
并没有体现历史人文因素。”市
人大代表吴则禹称，随意命名地
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
历史的危险，“尊重地名，就是尊
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据市民政局统计，济南每年
新增地名达上百处，近三年每年
更是多达150余处。但许多新地
名并不为济南人所待见，最具代
表性的莫过于济南西站周边一
带的道路名称。

有市民曾表示，西部新区本
有大金庄、小金庄、大饮马庄、小
饮马庄等众多历史建筑，区域内
的道路如果能用这些村庄名、山
名命名，既有指路性又能传承该
片区的悠久历史，使用青岛路、
烟台路、威海路等缺乏泉城文化
特色的道路名称，效果并不好。

市民政局地名规划处相关
工作人员称，西客站片区道路命
名是根据该片区“开放世界”的
规划要求而命名的，其中的部分
道路也采用了以周边历史建筑
命名的办法，如兴福寺路。

除了缺乏指代性，许多新地
名“名不副实”，比如，某些楼盘
连停车场都没有却自称“××广
场”，没有绿地的小区却称“××
花园”，更有一些小区“洋化”明
显，如“巴黎花园”、“莱茵小镇”
等。

消失的老地名

估计有200多处

“粗略估计有200多个，准确

数字得在第二次地名普查后得
出。”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工作
人员称，地名注销工作不需要逐
级报批，只需地方民政部门核实
后便可完成，“《济南市地名录》
上显示有168个地名被注销，近
十年又得有40多个地名注销。”

查看《济南市地名录》（2006
版）的注销地名名单可以看到，
消失的街名中不乏像东流水街、
后营坊街等知名度较高的街道。
市政协委员、文史专家秦若轼珍
藏有一份清光绪年间的济南市
地图———《省城街巷全图》，该地
图为现存记载济南老地名较全
的一份地图。据秦若轼走访调
研，该份地图共记载了300多条
古街巷名，现存的仅剩下不到三
分之一。

“新区建成后，原来的老街
巷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只得注
销。”历下区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工作人员称，随着城市改造扩
建，该局已注销了80余个路名。

市民政局在上世纪90年代
便展开了“复活”老地名的行
动——— 在消失的老地名中，筛选
出有较高知名度和历史文化价

值的老地名，将其用于新地名的
命名。

不能复活老地名

将进行记录

虽不可避免，但老地名的保
护工作也不应忽视。“老地名是
一个地方民众的情感寄托，无法
代替。”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
称。

“当然，并非所有的老地名
都应该保护或留存。”市地名协
会秘书长陈淑毅认为，地名保护
应有选择性，“在保护老地名的
同时，根据道路现状，启用新名
也未尝不可。”

对此，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
处长孔天骄表示，目前国务院正
在进行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其
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保护挖掘
老地名。“济南市将结合这项工
作，挖掘统计老地名，编制相应
的书籍、图录，对像馆驿街这样
的老街巷，能复活就复活，不能
复活的则进行记录。我们还计划
建设济南市地名规划展馆，对外
开放，保留老地名”。

“旧城改造的老地名
应尽量保留；新道路命名
应尊重历史，体现济南特
色。”对于市人大代表胡
正春提出的这条建议，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济南市将有计划地复活、
使用一批老地名，并将建
地名规划展馆，以保护老
地名。

人大代表：新地名没有“济南味儿” 市民政局：将保护挖掘老地名

那那些些““馆馆驿驿街街””能能复复活活就就复复活活

本报记者 王杰

市人大代表胡正春发现，
济南的片区规模不断扩大，相
应地名不断增加，但不少新地
名没保留“济南味儿”，也不好
分辨。比如，西客站片区使用了
十几个省内城市名作为地名，
与原地名脱节，不利于市民记
忆，很难找。他说，西客站片区
目前还有8条新建路没命名，市
民希望这些路能加入更多济南
历史元素。

“比如，奥体中路、奥体西
路就以新建的奥体中心为中心
点，还有方位，即便是外地人初
来乍到，也大致知道道路的方
位。”胡正春说。

对此，市民政局区划地名
处处长孔天骄说，西客站片区
道路命名是依据当年地名编制
规划确定的，使用了省内17市
的名称，其中，济南用齐州替
代，因为济南历史上就叫齐州。
体现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的包容
性，全省的城市都在济南留下
印记。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都
有，目前也仍在使用。西客站片
区仍在开发，其中未建成未通
车的道路暂不命名。这主要考
虑道路命名后，公安部门需要
根据南北、东西的方向编制门
牌号，但道路不一定按照这个
方向修建，所以不能提前命名。
不过，济南市已经在研究西客
站片区新道路的命名方案，今
后将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

本报记者 王杰

西客站片区新道路

命名方案将征民意

主城区的路牌上有不少是老地名。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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