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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都市在青山绿水间环绕 现代生活在鸟语花香下映衬

“公园城市”建设让济南更富品质
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高宏璟

融合泉城特色
让市民“推窗见绿”

位于市中区二环南路碟泉
山庄西侧的沁园蝶园口袋公园，
其浪漫的名字背后蕴含了“小地
块、小街道、小退界、小转角、小
绿地”的设计理念，园内分为健
身活动区、休憩观赏区、休闲活
动区，折形游步道贯穿全园，高
颜值的公园布景、设计感十足的
折行步道、浪漫轻盈的配色，让
来此游玩赏景的市民沉浸其中。
优美的环境之外，公园的灌溉系
统全面实现养护管理的智能化、
科学化、精准化。

在位于市中区六里山南路
与英雄山路交叉口东南角的英
雄山长廊口袋公园，“乔灌草”结
合配植，园林艺术布局和远近观
赏效果协调，植物景观搭配简
洁，层次丰富，将方言元素融入
雕塑小品，留下济南的文化印
记。活灵活现的生动雕塑和有滋
有味的济南方言，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驻足。惬意轻松的环境与
老济南文化交错，成为一处新的
网红打卡点。

小天地有大文章。见缝插
“绿”的口袋公园增加了居民区
的绿化面积，填补了城镇的景
观空白，为居民们带来“推窗见
绿，出门入园”的舒适生活。目
前，口袋公园遍布济南大街小
巷，它们坐落在市民家门口，切
实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归属

感和满意度。

方便休闲健身
让市民生活有滋有味

“家门口有了这个小公园，
只要天气好，每天就得来这里坐
坐，和邻居们聊聊天、看看花草
树木，日子过得也舒心!”看着如
今花团锦簇的安康槐社区公园，
附近住户李大爷颇有感慨。从规
划到建设，贯彻“为民”“精细”的
理念，赋予“便民属性”，健身广
场、节点景观在精心雕琢间为市
民亲近自然创造了良好环境，无
障碍设计满足了老年人等群体
的需求。

此外，济南的郊野公园更注
重“原汁原味”和野趣，村庄、池
塘、稻田、河流与郊野公园融为
一体，彰显了自然特色，也体现
了地域特点。席家庄郊野公园位

于槐荫区黄河南岸席家庄附近。
黄河、公园、稻田、村庄构成一幅
绝美的纯生态画卷，漫步其中，
欣赏大花金鸡菊、波斯菊、黑心
菊、石竹打造的疏林花海景观，
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更是
市民带孩子露营、“撒欢儿”的绝
佳去处。

综合公园设施齐全，具有
丰富的户外游憩活动内容，适
合各种年龄和职业的居民游
赏。节假日，避开喧嚣，放慢脚
步，轻松享受城市“慢”生活，各
种主题鲜明、文化厚重、环境优
越的综合公园是不二选择。昔
日济南老济钢的华丽变身，成
为如今的济钢中央森林公园。
3200高炉主体结构诉说着昔日
的辉煌，唤醒人们的许多城市
记忆，公园以“森林”为基底，秉
承绿色生态价值与城市文化价
值 的 共 荣 理 念 ，绿 地 率 高 达

86%，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大型城
市公园之一。

山体公园作为泉城的亮丽
“名片”，在生态济南建设中走在
前、作表率，不断增进百姓的绿
色福祉。位于旅游路北侧、荆山
东路西侧的荆山山体公园，森林
将城市点缀得生机盎然，城市将
森林映衬得神秘而美丽，俨然置
身于森林城市的美丽画卷。

公园城中建，人在画中游。
不论是微风和煦的清晨，还是华
灯璀璨的夜晚，在济南大大小小
的各类公园里，绿树葱茏、百花
盛开，每天都有众多市民来到公
园观光游览、休闲小憩，呈现出
一幅国泰民安、和谐繁荣的温馨
画卷。

颜值品质不断提升
城绿相融、人城和谐

济南“公园城市”建设聚焦
打造生态济南、扮靓花园城市、
改善居民休闲健身环境、丰富居
民文化生活的多功能品质空间，
在不断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
的同时，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依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济南将融合泉城特色文化，大
力建设城市综合性公园，满足
市民多层次需求；整合现有绿
地资源，均衡空间布局，加快社
区公园建设，增加市民休闲活
动场所；同时按照“生态、自然、
野趣，节俭、安全、宜游”的要
求，加强山体绿化提升和山体
公园建设，丰富城市空间层次；
结合拆违拆临，加强街头游园、
口袋公园、小区附属游园建设，
增加百姓身边绿色福祉；以郊
野自然景观为主，以自然地形
地貌为基础，结合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具有区域特色、历史价
值的人文资源打造郊野公园。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公
园1100余座。

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系
统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升城市
软实力创建文明典范城”的部
署要求，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引领，以改善市民生活
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形象为目
标，巩固提升“千园之城”建设
成果，积极推进“公园城市”建
设，“推窗见绿，开门入园”成为
泉城市民的生活新常态，一幅
城绿相融、人城和谐的大美公
园城市画卷正在泉城徐徐展
开。

“天蓝、地绿、山青、
水秀、景美、路畅”已成
为泉城济南的标配，见
证着泉城人对城市品质
的执着追求。近年来，济
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系
统坚持巩固提升“千园
之城”建设成果，积极推
进“公园城市”建设，市
民生活更具诗意，城市
建设更富品质。

口袋公园为居民们

带来“推窗见绿，出门入

园”的舒适生活。

小清河复航：船通大海，再造黄金水道
今年底小清河下游60公里将试通航

记者 于泊升 通讯员 齐绍安

配备感知网等智慧系统
让小清河“聪明”起来

小河萦九曲，茂木郁千章。
发源于济南的小清河横贯济南、
滨州、淄博、东营、潍坊5市，全长
233公里，是山东省主要内河之
一。从宋金时期开凿至今，小清
河已有900多年历史，是不可多得
的“黄金水道”。

因多种原因，自1997年以来，
小清河已基本处于断航状态。对
沿岸城市来说，小清河是汛期重
要的行洪泄洪通道。由中国铁建
投资集团投资兴建，中铁二十五
局集团等单位参与建设的小清河
复航工程完工后，不仅能进一步提
高防洪减灾能力，还将成为贯穿山
东省中部经济走廊的一条内河水
运大通道和山东省第一条海河直
达的高等级水运通道。

小清河怎样复航？水量够不
够用？复航航运价值如何？据了
解，小清河济南港主城港区对岸，
施工人员敷设了传输网管道。作
为“神经系统”，这169公里长的传
输网，是小清河数字航道的基础。
为了让小清河的水“聪明”起来，
施工单位为航道配备了智慧系
统，通过感知网、航标及水文遥测
遥报等系统，让小清河水实现“哪
里需要便流向哪里”。

“98个360度旋转云台，实现
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10套
水文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水位、
水深、流速等参数。”利用最先进
的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复航水域

远程智慧操控。

年运量有望突破八千万吨
相当于再造一条胶济铁路

位于济南历城区的小清河
复航工程施工现场，20余辆大型
混凝土车流水作业，泵车紧靠在
河岸两旁，挥舞着“长鼻”，将混
凝土传送到指定位置。

据了解，小清河复航工程设
计4道船闸，兼顾2000吨级海河
直达船型的通航条件。“要实现
2000吨级船舶正常航行，必须保
证航道水深达到3 . 8米，从近些
年的水文监测情况看，小清河水
量基本能满足通航需求。”

小清河航道沿岸分布着省
内大批铝业、钢铁、造纸、化工等
龙头企业。正式复航后，通过海

河联运，每年预测运量达4000万
吨，相当于再造一条胶济铁路，
远景年运量有望突破8000万吨。

一年间，小清河由原来宽不
到30米拓宽到100米，累计扩挖土
方3400万立方，相当于平地再造
28 . 33个大明湖。

小清河干流及分洪道防洪
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
遇，其中济南市区段达到100年
一遇标准。

除了航道，小清河复航工程
还需改扩建桥梁39座，新建船闸4
座、节制闸2座，改造过临河水利
设施481座，改造过河管道32道、
过河线缆264道。

作为流经济南、滨州、淄博、
东营、潍坊五市的重要行洪排涝
河道，小清河复航工程的防汛意
义尤为重要，事关沿线五市2700

万百姓的民生大计。
据中铁二十五局小清河项

目总工于秀龙介绍，目前，小清
河复航工程济南段600余人、110
余台大型设备轮番上阵，昼夜不
停推进，正在向着年底完成全线
主体结构施工目标发起冲刺。

帮小清河清理“肠道”
打造碧水宜人生态美景

“没改造前，小清河臭气熏
天，改造之后，小清河风景如
画。”今年48岁的济南遥墙街道
南寺村村民郑建勇对小清河改
造后的成果赞不绝口。

“作为源头标段，对全线生
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责任也更
大。”据中铁二十五局小清河复
航项目安全总监郑奇介绍，小清

河济南段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
游水质，所以绿色文明施工必须
做表率，“沿线水源丰富，最近处
距南水北调工程管道不足10米，
加上沿线东湖水库是济南市饮
用水保护地，施工中稍不注意就
可能对沿线水源地造成污染。”

为落实绿色施工理念，项目
部成立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给
予环保监督员“一票否决权”。

小清河乌黑发臭，主要原因
是长期淤塞导致底泥腐烂污染，
从而产生一连串生态链反应。小
清河复航工程“底泥清淤”这一
关键环节，不仅将航道挖深拓
宽，也帮助小清河清理了“肠
道”，挖除了淤塞物。

为加强河流水生态和水质
保护，小清河复航工程边坡施工
采用“预制+绿化”相结合方式，
采用植草护坡改善水生态，做到
工程防护与碧水幽幽共存。

此外，施工人员严格按照“6
个100%”规范施工，先后累计投
入绿色施工费用600万元，播撒草
籽约45万平米，全力推进项目边
坡防护和两岸生态保护工作。

如今放眼望去，河道宽达百
米，沿岸杨柳依依；河水清澈见
底，水质由劣五类改善为二类，
水中鱼虾成群、水鸟翔集，消失60
多年的中华鳑鲏身影再现，小清
河成了夏日纳凉、网红打卡的胜
地。

如今的小清河通航在即，成了市民夏日纳凉、打卡的胜地。

曾经，济南小清河船
桅林立、航运繁忙……在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随
着小清河复航工程的推
进，济南船通大海、海河
直达的场景将再现。

作为山东省重点水
利建设“头号工程”、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今年
底，小清河下游60公里将
试通航。日前，小清河复
航工程全线已完成总投
资计划的86 . 6%，施工进
入冲刺赛道。今年底，济南
段将完成总任务的95%，济
南段所有桥梁达到交工验
收条件。两年多时间里，建
设者让荒置多年的小清河
实现了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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