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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样本

泉泉城城公公园园的的二二十十年年免免费费样样本本
服务社会化运营实现国有资产增值，免费带来更高强度管理

C03

泉城公园内的多种游乐设施采用社会化

运营，是增加景区收入的重要途径。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摄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开放之初遭遇“人海”
草地被踩成土色

泉城公园于1986年建园，
1989 年 9 月建成开放，园区占
地面积 46 . 7 公顷。在建园之
初，泉城公园(原名植物园)的
定位首先是科研、科普，其次才
是观赏、游览。

据景区内的老员工回忆，
当时泉城公园的门票是每张5
元，并且这个价格一直保持没
变，直到1997年9月免费之时。

泉城公园主任助理王世龙
介绍，泉城公园作为济南市中
心的一个绿地公园很不容易。

“很少有城市像济南这样，在市
中心有山有水有绿地。”

1997 年 9 月，根据济南市
委、市政府的决定，泉城公园免
费向市民开放。王世龙介绍，市
政府当时作出这个决定，和现
在大明湖“还湖于民”免费向社
会开放的初衷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将城市公园变为市民的公
园。“将市属公园还原其公益属

性，是大势所趋。”
“当时别说在济南了，就是

在全省、全国来讲，收费公园免
费开放的都很少。”据在园区
工作了 2 0 多年的老员工介
绍，因为是首个向社会免费开
放的公园景区，泉城公园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由于预判不
足，开放之初遭遇了很多尴尬。

据这名老员工介绍，免费
之前泉城公园节假日的客流量
也就在每天两万人次左右，但
开放当日一下子来了十万人次，
达到了泉城公园历史上的高峰。
暴增的客流量让景区管理者和
政府部门始料不及。“当时就是
人挤人，不光路上是人，公园内
的草坪上也全是人。”这名老员
工介绍，当天闭园之后原本鲜绿
的草坪早已被践踏成土色，大量
树木被毁，垃圾遍地。

这名老员工说，开放之初
的客流高峰持续了近半年时
间，后来才逐渐回归正常。“市
民新鲜劲儿过去后，节假日高
峰客流回归到每天三四万人，
现在的顶峰时期每天也就七万
人次。”

由于开放之初的经验不

足，准备不到位，泉城公园为免
费开放付出了不少代价。据景区
内的老员工介绍，当时恢复景区
内的苗木、园容就用了一年多
的时间，也花费了不少资金。

多数服务社会化运营
国有资产实现增值

2006年，市政府决定在济
南东郊新建植物园，并对原植
物园进行更名。同年 9 月，济南
植物园更名为泉城公园。

“这算是泉城公园发展史
上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王世龙
介绍，泉城公园最近一次大发
展，就是借助建设济南市中心
城区防灾避险公园的契机，进
一步完善硬件和配套设施。

王世龙介绍，虽然同样都
是免费开放，但泉城公园和大
明湖景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泉城公园主要针对济南市民，
门票收入很低，占园区收入很
少。大明湖则是国家 5A 级景
区，吸引外来游客比较多。”

相比于大明湖让出来的门
票收入，泉城公园因为免费所
造成的资金缺口并不算大。泉

城公园经营科戴科长介绍，在
免费之前泉城公园就是差额拨
款单位，免费之后需要景区自
己创收的金额就更多了。

“目前，景区内的业态规划
主要分为公益属性和经营属
性。”王世龙说，景区的一些书
画院、生态演艺广场等更倾向
公益性。园区内的游客设施、商
亭等多是经营性，景区自营收
入主要来自这一部分。

“从2014年开始就有规
定，景区内任何经营业态只能
通过政府公开招标。”王世龙
说，这些年景区也在努力使园
区内的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变
得更加增值。

据了解，目前泉城公园内
的大部分服务都采用政府招投
标的形式，进行社会化运营。比
如，景区北门的停车场，之前由
于人工收费和市民经常产生冲
突，后来经过招投标外包给专
业化的停车运营公司。

免费需更高管理艺术
停车乱摆摊仍是难题

泉城公园的工作人员坦

言，免费近 20 年来，受益的主
要是市民。对景区来说，免费意
味着更高强度的管理，更多的
保洁、安保人员投入，更长的工
作时间和更难的管理艺术。

“刚开始免费的时候，社会
的私家车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
多。现在每到节假日，景区停车
确实是个问题。”景区老员工说，
泉城公园身处市中心，周边就是
经十路、舜耕路交通要道。想要
治理节假日出现的景区门口拥
堵，光靠景区是远远不够的。

另一个相似的管理难题也
出现在景区出入口。“东南门的
摊贩经营最为严重，但在景区
外面，景区安保人员只能劝阻
却没有执法权。”王世龙说，这
些摊贩经常会“潜入”景区内
部，给安保人员的管理造成了
很大难度。

泉城公园的老员工说，虽
然现在的市民素质较免费之初
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园子里还
经常能见到不文明行为，比如
摘花、折树、遛狗等。“景区在加
强管理的同时，市民也应感受
到社会约束力，不能把免费景
区当成自家后花园。”

在大明湖2017年元旦起向社会免费开放之际，作为济南市首个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城市公园，泉城公园也将迎来它免费之后的第20个年头。
从1997年9月真正成为“市民的公园”后，泉城公园也曾经历过“免费综合征”，而发展至目前成为济南市城市中心的一块“绿肺肺”，泉城公园的免费
之路或算是一个样本。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唐园园) 大明湖明年免费开
放后，公园通游年票是否随之
调整成为市民和媒体关注的
焦点。记者20日获悉，2017年度
公园通游年票将增加两项新
的游园福利，而12月22日之前
办理2017年度游园年票的市
民，想退票的都可以退。

“筹备大明湖免费开放
的同时，公园通游年票如何
调整也是相关部门研讨的配
套举措之一。”据市城市园林
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召开园林市民联席会，广泛
倾听市民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相关部门综合考虑群众
诉求以及政策可操作性后，
对通游年票发行做出两项
调整。在保持通游年票现有
价格稳定的基础上，12月22
日之前购买的2017年度公
园年票，2017年1月9日至2
月2 8日之间都可以办理退
票。市民可以在指定办理点
办理退票，过期不办则视为
认可调整后的适用范围，不
再予以退票。

同时，增加年票优惠内
容。今后凡持有年票的市民，
购买大明湖新区超然楼门票
享受10元/人的优惠(原价40

元/人)，购买济南野生动物
世界门票享受八折优惠(原
价160元/人)。

对于详细的年票发行调
整办法，园林部门将在市区
14个年票固定办理点，济南
市城市园林绿化局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新闻媒体等平台及
时发布，请广大市民留意。

为方便市民游园，济南
市自2007年开始发行公园
通游年票。2016年度公园年
票共发行30万张，惠及市民
近70万人，成为影响济南市
民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要载
体。

大明湖免费后，通游年票新增两项优惠内容

1122 月月 2222 日日之之前前办办理理的的年年票票可可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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