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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泉水充分利用
早日流入寻常百姓家

@庄秋燕：泉水和市民的
生活应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不应人为地造成水与人的分
离。人在泉畔住，泉在巷间流。
当市井生活与泉水水乳交融的
时候，泉城特色才会凸显，水乡
风情才会让人流连其间，回味
无穷。政府应出台更多切合实
际的开发和优惠政策，鼓励和
吸引更多的泉水人家加入对外
开放的队伍中来。泉水就是市
民的生活，市民就生活在泉水

之间，这才是泉城济南独具的
特色和无与伦比、与众不同、超
凡脱俗的城市风情。

@韩继联：目前，大部分市
民守着泉水，喝的却是南部山
区的水库水和部分黄河水，而
眼前的多数泉水又得不到利用
白白流失。泉水的“先观后用”
这个话题已讨论多年，各有关
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
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实施方案。
园林部门设立了取水点和直饮
点，但这种利用率是非常有限
的。为此，笔者建议让泉城百姓
喝上高质量的泉水，利用泉水
来打造饮水品牌。

避免走马观花
让游客体验泉水人家

@雪樱：百花洲一期工程
开放后游人如织，给笔者印象
最深刻的是泉水豆腐脑卖到断
货，供不应求，这从侧面说明游
人的体验诉求，喝的是豆腐脑，
体验的是独特的泉水文化。开发
泉水旅游，打造特色品牌，关键
在于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脉，
这就要紧贴需求出发，将泉水
故事、历史典故、济南民俗等通
过新的载体展现出来，让游人
能够深度体验和现场感知，消

费后能够记住，离开后“念念不
忘”，以此广泛传播或者宣传。

@曹建明：可以利用讲堂
的形式，融入泉水人家故事元
素，通过小品、说唱、故事，充分
展示泉水人家的风景与人文，
让更多济南百姓和外地游客感
受到泉水人家的和谐，推广宣
传泉水人家品牌。同时，不断开
发创造含有泉水人家元素的商
品，尤其是与泉水相关联的产
品、纪念品，通过商品的销售，
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还可以
通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
说故事，与全国各地的旅行社
合作，开展好人游泉城活动。

用醇厚济南味道留住八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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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龙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也是
济南人的文化标记，更是这座
城市闻名于世界的标志。要提
升城市竞争力，吸引外来人才
到济南工作、生活，泉水是一个
有力的品牌。赏泉赏的是泉城
风貌，是济南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禀赋，更是济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唯有先保护好才能谈发

展。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是城
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
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在高楼林立、千城一面的现
代化进程中，坚守一座城市的
特色，并使之与这座城市发展
的脉搏相契合，已成为城市能
够发挥长久吸引力的关键所
在。外地人来济游玩、兴业，奔
的不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
而是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
方。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发。
开发还是保护，不是选择题，而
是事关发展理念的问答题，没
有社会资本的注入，光靠政府
单打独斗不足以支撑整个泉城
特色风貌带的发展。当古老传
统遇到现代生活时，必然会发
生激烈碰撞甚至冲突……故而
放眼全球，古城保护都是普遍
性难题。泉城风貌不该静静躺
在博物馆里，只有得到合理开
发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吸

引力。
充满市井气息的泉水人家

最有济南味道。往大了说，泉水
是济南的灵魂，往小了说，泉水
是济南人生生不息的依赖、济
南的“颜值担当”。“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的泉水风貌核心区
是济南的根脉所在，保护好这
片故土，就留住了济南那最特
别的城市基因，犹如故宫之于
北京、西湖之于杭州。这不可替
代更不可复制的地方，才是济

南的核心软实力。
泉水兴，济南兴；泉水旺，

济南旺。正如王文涛所说，对济
南而言，泉不是一般意义上水
的问题，而是关系城市定位、关
系百姓福祉、关系济南未来发
展竞争力的问题。泉水带给济
南的红利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只有跳出泉水看泉水、跳出济
南看泉水，多些战略眼光和格
局意识，才能唱好这出泉水大
戏。

跳出泉水看泉水，才能打好泉水牌

葛齐言九点

□王海军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从正面积极的意义
上讲，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
理，也说明了人类开发自然资
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
与水平。济南是一个有着2600
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城，其丰厚
的文化底蕴和浩瀚的文物古
迹，尤其是遍布市区的泉水潺

潺、湖水潋滟，构成了这座城市
独特的地带风貌。

近年来，随着济南市对外开
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旅游事业的
大力开拓，泉城正张开热情友好
的双臂，迎接四面八方的宾朋来
观光旅游，同时也把这座城市的
独特魅力呈现在世人面前。然
而，尽管济南市是以泉水著称的
城市，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
件不可谓不丰富，但在做好泉水
文化及亲水游项目方面，总感到
有不小的缺憾与不足。

与其他北方沿海城市、南

方水域多的城市相比，我们的
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旅游
项目的开发思路到灵活做好结
合的理念，关键是站在一定的
高度来规划济南的旅游产业。
做大做强亲水文章，亟待向其
他城市看齐，需要补好“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这一课。

一些城市充分利用自然资
源和人文资源的优势，以不懈的
追求精神开拓进取，创造条件打
造新的旅游文化和景观。我们耳
熟能详的有江西婺源的春季油
菜花节、山西平遥的秋季国际摄

影节等，更令人称道的是同为
枣庄台儿庄古城的开发建设，
无疑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与榜
样，这样的工作态度与勇气，不
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学习、借鉴和
效仿吗？

一个城市的自然资源是成
功做事的先决条件，但不能够
合理开发和利用，并形成一定
的经济增长亮点和产业优势，
不能融会贯通做好、做足结合
文章，无疑是守着一座金山讨
饭吃。泉城济南作为一个水脉
丰富的亲水城市，需要做的旅

游项目很多，开发的空间也很
广大，务必充分利用好上天赋
予的得天独厚条件，把亲水旅
游项目开发并利用起来。

当前，我们要抓住申遗的绝
佳契机，站在更高的位置，实现
全新的跨越，来一次泉城利用与
开发的“大革命”，不能只停留在
泉水持续喷涌上，而是要开拓进
取，放宽视野和眼界，立足济南，
辐射世界。要明确我们的泉水资
源和厚重文化是泉城人民的自
豪与骄傲，也是整个华夏儿女乃
至全球的宝贵文化遗产。

做好泉城“靠水吃水”的大文章

葛全民说泉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王文涛指出，泉水是济南的灵
魂，也是济南人的文化标记，更
是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界的标
志。如何在泉城风貌带的保护
和开发过程中突出泉城特色，
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外地游客
真正流连忘返恋上济南，进而
提升济南的城市竞争力，请您
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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