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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6日，工人搬开泉眼上的石板，趵

突泉复苏。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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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泉水水，，想想要要撩撩你你真真不不容容易易
喊了六年第二泉水浴场还是没踪影

2003

>>>

2004

>>>
2003年9月6日，济南趵突泉停喷九百多天后

恢复喷涌。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04年10月，章丘墨泉汹涌喷涌，令游客陶

醉。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提醒别碰水
一天说上百遍

9 月 3 日，晴朗的周末午
后，白石泉畔，游客和市民三
三两两结伴，环绕泉水驻足
观赏。突然“嘟”的一声哨声
响起，惊得不少游客抬起头，
原来是有人蹲下用手撩水。

“两位老师上来吧，这个水是
喝的，不能洗手。”岸边身着
制服的保安吹哨后提醒道。

这是白石泉畔最为常见
的景象。“从早到晚不间断提
醒，一天能说上百遍，主要是
外地游客都不知道，需要口
头提醒。”值班保安说。

此时有近小一半的游客
会从岸边下到泉边，更近距
离欣赏泉水，其中不时有人
蹲下，以手捧水，亲身感受。

泉水中泡脚被一些人指
称不雅观；有人把脚伸到泉
池中，更是让打水的市民异
常愤慨；而且一些孩童在水
边玩水也有一定危险性，所
以，禁止市民触水理由不少。

但是，眼看着清澈的泉
水却不能触摸，不少市民与
游客心里还是痒痒得很，着
实想跟泉水来个“零距离”接
触。环城公园虽美，但可以玩
水的地方并不多，只有泉水
浴场和西边南门桥小瀑布。

涉及拆迁和经费
泉水浴场难再建

什么样的泉水最亲民？

济南唯一一个泉水浴场的景
象似乎能给出答案。

3 日下午 5 时，齐鲁晚报
记者在泉水浴场发现，即使
已进入九月，泳池中大概也
有四五十人，岸上大约二十
人左右。“我们是从山西过来
旅游的，没想到这里还有一
处免费的泉水浴场，立马给
孩子在旁边买了泳衣进来玩
了。”岸边一位孩子家长说。

泉水浴场工作人员李先
生说，最火爆的时期。“差不
多能是现在的十倍，都在里
面泡着。”

之前因为泉水直饮点
少，有关部门新设不少直饮
点。浴场既然这么火，为什么
从 2010 年建成后没再多设？

其实，第二泉水浴场早
已高喊多年，可就是难落实。
2011年，济南市园林局负责
人称将建第二泉水浴场，但
遇选址难题。媒体征集了500
余条建议，并且排出前10名
选址，但是之后没了后话。

根据今年济南市印发的
《济南市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年-2020年)》，济南将
增建开放式泉水游泳池8—
10处。此次规划首次提出要
大规模建设泉水浴场。

此前，济南市园林局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
到，修建第二泉水浴场涉及
部门很多，仅园林部门无法
完成。因此在护城河沿岸、青
龙桥或者其他泉池附近，若
要开辟一区域专门建设泉水
浴场，很有可能涉及拆迁改
造的问题。除了选址拆迁问
题，泉水浴场建设还涉及运

营经费的问题。

泉水只做风景
有点可惜

和泉水浴场相媲美的，
是在很多老济南人心中不可
替代的“天然泳池”——— 王府
池子。但尴尬的是，和泉水浴
场不同，这种人气景象的背
后却是违规。按照《济南市名
泉保护条例》规定，在济南各
泉池中游泳是被明令禁止的
行为。王府池子作为济南72
名泉之一，泉池内理论上是
禁止游泳的。

2014 年 6 月，济南市文
明办、公安、城管执法、园林
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叫停护
城河内游泳。政策实施后，遭
遇不少游泳爱好者的反对，
对抗最激烈的就是王府池
子。“在王府池子里游了十多
年，突然说不让游了，让我觉
得很难接受。”今年 67 岁的
张先生说。

张先生想不明白的是，
“常年在这儿游泳，听到的大
多是游客的惊奇声、羡慕声，
很少听到说不文明的。有个
外地朋友来济南玩，走时跟
我说，对济南印象最深的，就
是黑虎泉边打水和王府池子
游泳，很羡慕我们济南人。”

他认为，王府池子游泳
是济南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果单纯地围起这片泉水
只用来观赏，不是变得很没
意思了吗？”

目前，管理者和游泳爱
好者已经达成一种默契，张
先生称很满意现在的状态。

泉水是济南的名片，是遍
布济南各地的上千处涌泉让济
南闻名于世。但是，这张名片有
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功用？

到济南的外地游客，少不
了掏腰包逛逛趵突泉大明湖。
看完了趵突泉大明湖，然后呢？
泉水游留不住游客早已饱受省
城旅游界诟病，泉水游成了一
日游。其实，泉水游不只是趵突
泉大明湖，还有泉水衍生产品，
像泉水浴场、戏水区、泉水人家
等。这些泉水产品在增强游客
的体验互动感受方面，尤其重
要。就像在环城公园，最吸引游
客的除了黑虎啸月，还有喝得
着的直饮点的泉水和能游泳的

泉水浴场。
据规划，2020年前建8-10

处泉水浴场，规划很美好，但不
能只是“画饼”。建泉水浴场，需
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合力，前期
建设与运营也要花费不菲的资
金，可谓困难重重。短时间内
看，泉水浴场是难啃的“硬骨
头”，部门之间协调难，而且即
便项目落成，泉水浴场免费开
放，谁来投资和运营？但放眼全
局和长远，泉水浴场其实是个

“香饽饽”，满足市民与游客亲
水的需求，也就留住与积攒起
人气，还可以提高一个城市的
知名度，擦亮“泉城”这一品牌。

当然，泉水浴场除了需要
各部门合力，更需要“顶层设
计”。蛇无头不行，项目的落实
需要“第一推动力”，唯有如此，
8-10处泉水浴场就不再是挂在
墙上的图纸，中看不中用。

（李师胜）

黑虎泉不能玩水，白石泉不能泡脚，护城河不能游泳，泉水浴场人满为患。对济南人和外地人
来说，如果无法接触泉、亲近泉，泉水的吸引力就消失了一大半。既要保护泉，又能够让人亲近泉，
泉城的“亲水”牌该怎么打？

泉泉水水浴浴场场是是““香香饽饽饽饽””
不不应应成成““硬硬骨骨头头””

每逢夏季天热，泉水浴场总是“煮饺子”。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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