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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心区

卫星城

4年后的济南什么样

定位

省内：“双核”
城市之一、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核心
城市

国内：国家区
域性中心城市

世界：著名泉
城

人口

城镇常住
人口570万，达
到特大城市级
别

新型城镇体系

都市中心区+卫星城+重点镇+一般镇+农村中心社区

主城区、东部城区、西部城区、济南新区

章丘、济阳、齐河、商河、平阴

南南部部山山区区将将增增设设
保保泉泉补补源源人人工工湖湖
市区还将新建8-10处开放式泉水浴场

争取泉城泉水列入“双遗产”

在为自己定位“世界著名泉
城”的同时，规划 公 示 稿 还 提
出，要让泉城泉水列入世界自
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使泉水成
为济南最大的资源禀赋和核
心竞争力。

泉水文化、泉水旅游、泉水
经济……围绕泉水，济南能做的
有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首
先进行泉水保护。

拿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来说，
尽管从2003年复涌以来已经连
续喷涌了12年多，但在这12年
间，趵突泉的喷涌情况并不是风
平浪静的，总让人揪着心。

2015年6月，黑虎泉停喷，
幸亏雨季来到，让趵突泉逃过
了一劫。最近一段时间，对水
位最为敏感的黑虎泉极有可
能再次停喷。4月11日中午，黑

虎泉西侧兽头已多日不再喷
涌。27 . 39米的地下水位线，距
离黑虎泉27 . 30米的停喷线只
有9厘米，可谓命悬一线。趵突
泉喷出的三股水也已经十分
微弱，仅仅略微高出水面。

今年3月以来，济南一直没
有降水，根据气象台预报，近一
周内降水仍然十分稀少，黑虎泉
形势凶险，随时面临停喷危机。

除卧虎山水库外，再添一个补源湖

诚然，这三年济南市遭遇的
保泉危机和天气脱不开关系。受
厄尔尼诺影响，省城自2014年连
续三年降水较少，导致泉水水位
下滑。

不过必须承认，泉水持续遭
遇喷涌危机，也有着“人祸”的部
分原因。水位不断下滑不仅源于
降雨稀少，也与南部山区的大规
模开发、泉水补给区的硬化紧密
相关。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济
南的泉水直接补给区面积缩
减了近75平方公里，每年少下
渗的地下水保守估计在 1 8 7 5
万方。济南市区内四大泉群的
喷涌量为20万方，这些少渗的
地下水可供济南各大泉群至
少喷涌仨月。

省城为了保泉，已经连续实
施了多年的水源置换工程，生
产、生活用水改用黄河水，同时

采取回灌补源等措施，虽然有效
果，但是不能完全解决泉水危
机。

此次，规划公示稿提到了关
于保泉的相关措施，其中增设南
部山区泉水补给人工湖的表述让
人眼前一亮。据了解，目前济南能
够对泉水进行补源的仅有卧虎山
水库一处，若新建一处用来补源
的人工湖，对于泉水无疑能起到
积极作用。

济南泉水以冷泉为主、温泉
为辅，这些泉水不仅能看，还能
玩、能用。

在黑虎泉和青龙泉附近的
接水点，拎着水桶接泉水的市民
络绎不绝。每天都能品尝泉水，
是济南人民的一大福利。地下的
输水管道还将泉水送到街头的
饮水点，供来往的游客和市民品

尝。
此外，能在清澈见底的泉水

中游泳，也是泉水带给市民的厚
礼。位于解放阁附近的泉水浴场
每天都吸引着大量市民，夏季每
日泳客甚至超过4000人。不过，
这么多人挤在规模有限的泉水
浴场中，实在有点“下饺子”的感
觉。

为此，规划公示稿提到，今
后将发挥泉水优势，增建开放式
泉水游泳池8-10处，给济南市民
提供更多选择。

此外，济南还将开发利用黄
河北的温泉资源，发展现代温泉
旅游、温泉产业和养生产业。打
造更多的特色城镇，滋润人居生
活，真正打响泉水品牌。

冷泉先观后用，温泉深度开发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济南有着绵延的历史文脉。为
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规划
公示稿提出，要形成济南名泉
文化景观组成的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体系。

其中，将重点保护包括济南
名泉文化相关的遗产要素，历
史文化名城的山水形制、城垣
形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风貌区，文
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优秀工

业遗存。
此外，济南还将重点保护章

丘朱家峪村、平阴东峪南崖村等
名镇名村。在首批名单中，济南
将保护60个传统村落。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名名泉泉文文化化景景观观遗遗产产将将重重点点保保护护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绿肺”、“后花园”、“泉
源”，济南南部山区有着不少
美誉。此次，《济南市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5-2020年）》公
示稿又给了南部山区一个新
定位——— 养生养老胜地。

南部山区拥有众多的
森林，空气清新。济南将利
用这一优势，在近郊的柏
树森林中规划建设山林绿
道 ，供 市 民 骑 自 行 车 、散
步。在仲宫镇北侧有一片
缓坡地，这里将规划建设
仲宫卫星城镇，远期轨道
交通也将通到这里。济南
市计划在这一片坡地配建
综合医疗设施，促进山区
人口的聚集，同时促进山
区养生养老产业发展，打
造“寿比南山”品牌。

实际上，在济南南部，已
经有养老产业开始布局。新
投用的济南市养老服务中心

位于十六里河街道大涧沟
西村，这里是山东省首个
采用“委托运营”、“医养结
合”模式的养老中心。

规划公示稿明确，将鼓
励各类投资主体以独资、合
资、合作等形式举办、运营养
老机构，让老年人享受更加
多样化的服务。

当然，除了养老中心，社
区养老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在济南即将打造的城市社区

“一刻钟服务圈”中，就有不
少关于养老的内容。在一刻
钟的范围内，将分布老年学
校、养老餐桌、日间照料室等
多种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

困难老年人养老，政府
或将买单。规划公示稿提到，
济南将探索政府为困难老年
人购买养老服务、养老服务
机构民办公助等形式。为了
方便老年人的生活，还会推
进住宅、公共建筑等适老化
改造。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在济南的分级诊疗工作
实施方案中，二级医院主要
提供辖区内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服务，可以说是和市民
打交道最频繁的医院了。今
后，济南将保证每个县（市）
区，至少有一所医院达到二

级甲等水平。
除此之外，一些小病还

可以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去看。济南将在每个街道
办事处设置一所标准化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覆
盖不到的区域，根据需要设
置若干社区卫生服务站，方
便市民看病。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此次的规划公示稿，为
提升济南的综合交通支撑
能力专辟一章。未来，济南
中心城至市域内各县（市、
区）都将实现高速直通，60分
钟通达。

据了解，济南将新建东
客站综合客运枢纽，改造提
升济南火车站综合客运枢
纽，加快推进济南国际机
场综合客运枢纽、济南十
六里河综合客运枢纽建设
前期工作，再加上已经建成
投用的西客站综合客运枢

纽，最终形成五处综合客运
枢纽布局。

在城区道路发展方面，
济南将选择试点片区，实行
人在上、车在下的空间立
体使用方式，将地面道路
充分用于机动车交通，道
路两侧架空平台下用于停
车。对于中心城交通拥堵
的主干道，则将探索建设
和运营大运量现代有轨电
车。

至于在建的轨道交通，
远期将逐渐外延至章丘城
区、仲宫卫星城、济南新区、
济阳城区及齐河城区。

打造“寿比南山”品牌

每区县至少建一所二甲医院

城区主干道将建有轨电车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济南的招牌。《济南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2020
年）》公示稿提出，济南在世界上的定位就是“世界著名泉城”。然而，受气候、
城市开发影响，保泉形势年年严峻。最近一段时间，济南已出现黑虎难啸、趵
突不突的尴尬。

今后4年，济南要如何保泉、如何用泉，规划公示稿亮出了新招。

本报记者 刘雅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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