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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保护重现泉城古韵
延续文脉感知历史温度

打一桶泉水，煮一壶清茶，在
阡陌小巷中徜徉，听一段山东快
书……如果在济南选出一片最有
老济南特色的街区，济南古城明
府城片区首屈一指。在这里，历史
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市民游
客随时随地都可以与历史对话，
感知古城的历史脉搏。

作为泉城文脉的“金名片”，
济南古城包括芙蓉街—百花洲、
将军庙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总占
地面积 4 1 . 7 8公顷，现有居民
5000余户。区域内有芙蓉泉、腾蛟
泉、濯缨泉等泉水水系80余处，其
中历代72名泉19处，是世界唯一
的冷泉人居生态样本，更造就了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
湖”的旖旎风光。

片区144处省市区各级文保
建筑，更让古城的“古”名副其实。

“中国四大文庙”之一的济南府学
文庙，现存清代北方最大的古戏
楼——— 题壁堂，全省最大、规格
高、保存最为完整的城隍庙———
督城隍庙，“曲山艺海、曲水流觞”
遗存——— 江西会馆、浙闽会馆、八
旗会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
未来的历史。为保护好泉城历史
文脉，古城的一条条老街、一处处
泉水、一栋栋老房子，如同一位位

“老人”，都会得到尊重和善待。
为此，济南古城先后投入10.5

亿元，实施了全市首个零散棚户区
改造工程；完成了百花洲及双忠祠
街、芙蓉街等13条老街巷的整治工
程和状元府、题壁堂、寿康楼、督城
隍庙4处省级文保建筑的征收和修
缮工作，试点推进文庙广场、县西
巷微绿地、运署街口袋公园改造升
级…如今的古城，越来越美，越来
越靓，越来越宜居。

让泉城人“记得住历史、记得
住乡愁”的同时，古城也收获了一
系列佳绩。

2020年，济南古城被评为
“2020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实
践案例”；同年，被山东省住建厅列
入2019年城市品质提升试点项目
名单。2021年，济南古城被认定为
2021年山东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
范区；古城片区被国家文旅部认定
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被省发改委认定为“山东省
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古城内
百花洲园区被国家文旅部授予“国
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称号。2022年6
月，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公布山东省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示范案例名单，济
南市历下区芙蓉街—百花洲历史
文化街区、将军庙历史文化街区入
选示范案例。

将“保护放在第一位”
科学规划、审慎决策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济南古城高标准的规划设计与审
慎的决策。

2021年9月，中办、国办《关于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的意见》中指出：在城乡建设
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
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
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
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济南古城始终将“保
护放在第一位”，强化规划引领的
主导作用。

为此，济南出台了《济南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芙蓉街—百花洲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将军庙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芙蓉街—百
花洲、将军庙两个历史文化街区及
周边城市设计》《历史街区启动项目
实施性方案设计》等文件。

留足保护发展“想象空间”的
同时，鉴于片区丰富的历史文化
底蕴，为让决策更智慧、更审慎，
济南古城还搭建了专家智库。

早在明府城保护改造工作之
初，济南古城就联系各界顶尖专
家专门智库体系，定期听取汇报，
研究疑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此
一来，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长期
跟踪明府城项目的建设发展，特
别是建议和把关，有效提高了决
策和工作落实的水平。如为恢复
片区老街道历史原貌，古城专门
组织老居民对照老照片指认老建
筑的老济南记忆工程和历史遗存
寻根活动，组织文史专家对历史
街区内的历史原貌进行考证和梳
理，尽可能为历史街区保护收集
更多可靠依据。

“小规模、渐进式”
“修旧如旧”保持本色

游览过起凤桥街的市民或许
还有印象，两年前，起凤桥街整条
街是“上白下灰”的统一颜色，颇
为单调。

如今，起凤桥街早已“大变
样”——— 从东头到西头，整条街的
建筑物墙体各有特色，从街东头
两侧的石块墙，到街巷内的青砖
墙、红砖墙乃至土坯墙，材质不
一，颜色更是错落有致。

之所以摈弃此前“上白下灰”
的统一风格，而强调个性化，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清早期，
起凤桥街两侧的部分建筑是土坯
墙，表面抹灰为白色；清中期，一
些人家开始使用青砖砌墙；而红
砖墙建筑则出现在民国时期至新
中国成立初期。

据悉，起凤桥街修复工程以

前期岱宗街项目和涌泉胡同项目
的经验为基础，并将为其后的茶
巷、东花墙子街、辘轳把子街、庠
门里、泮壁街等十余条老街巷历
史风貌恢复工程提供样本经验。

这种修复过程便是济南市古
城保护“小规模、渐进式”推进模
式的具体体现——— 从最容易得到
群众和社会认可的小规模提升项
目分项入手，精心修复、反复打
磨，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得到当地
居民认可，然后再进行下一处，而
非一蹴而就，从而“让老城自然生
长，不急功近利打造”。

起凤桥街等一条条老街修复
还原，不仅成就了济南古城城市
街道景观，更保护了济南人文化
传承和市民集体生活记忆。

在“小规模、渐进式”推进模
式修复的同时，济南古城始终坚
持“修旧如旧”的原真性原则。

在起凤桥街等古街巷的土坯
墙面修复过程中，济南古城便采
用了“拉麻”工艺——— 首先使木橛
进入墙体坯缝中，再用麻丝编成
网状，用木橛与麻丝编成的网连
接起来，以期让墙面层与土坯墙
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而在修复老街巷的石墙时，
则采用了“乱砌石墙”的工艺。所
谓乱砌石墙，是在墙体原有基础
上采用乱插间形式进行修复，并
采用古建筑修复的粘接、剔除、防
水清缝、防水勾缝等传统工艺，对

石头进行粘接、挖补，以此让整个
墙体石缝达到基本均匀。

除了“拉麻”、乱砌石墙，起凤
桥街等古街巷修复过程中处处蕴
藏着“玄机”。如：针对片区内街巷
交错、墙角众多的现状，修复过程
中还采用了“抹角”工艺——— 即将
两座外墙相交的拐弯处，原本锋
利的墙角抹去，取之以较为缓和
圆滑的墙角。如此一来，既能更好
保护建筑墙体不受损，又能避免
过往行人磕碰墙角受伤。

“文旅商”融合释放新动能
古城保护更新未来可期

“芙蓉街—百花洲片区的变
化太大了。以前只是一个美食街
区，现在却已是游人如织的知名
景区，吃住行游购娱，这里应有尽
有。”时隔三年故地重游，济南古
城的巨大变化，让游客张明（化
名）颇为震撼。

近年来，济南古城始终把积极
探索“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径，紧
跟游客消费需求，持续推进特色项
目建设，打造沉浸式消费新体验，
让各地游客在休闲、游览和消费过
程中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

沉浸式剧场、文创店、主题院
落、非遗工坊……一个个新兴业态
在古城内落地生根，为古城文旅消
费增添了新引擎、注入了强动能。

同时，济南古城充分整合片

区内各类资源，依托历史街巷、
泉道水系，策划打造了芙蓉街—
文庙南广场—东花墙子街—辘
轳把子街—曲水亭街、后宰门
街—辘轳把子街—东花墙子街—
茶巷—贡院墙根街—省府东街—
双忠祠街—西城根街两条精品旅
游线路，串联了24处历史遗存和传
统院落，将街区与周边文保建筑、
文化遗存、风景名胜穿珠成链。

古城还深度挖掘辖区红色
资源，设置了19处户外实景课
堂，深度融入古城文化和“网红”
地标，全面介绍64位红色人物，
通过“互动式”参与，在行走中传
承“红色基因”。

不只如此，济南古城还整合
片区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志愿
服务队、老济南记忆馆、“一米阳
光爱心社”等多支队伍，打造了
具有古城保护宣传、旅游引导服
务、传统文化传播等多功能的开
放式志愿服务综合平台，让市民
游客在欣赏古城之美之外，更能
感受到古城的温度与情怀。

旅行虽有终点，但品质文旅
却没有止境，古城的保护开发更
是没有止境。

今年，借助济南“中优”战
略，济南古城城市更新项目正式
启动。根据规划，项目将对征收
范围内与古城风貌不符的建筑
坚决拆除，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
筑进行改造提升，同时新建部分
商业载体，古城未来更加可期。

泉道景观改造更是成为此次
城市更新项目的一大亮点。按照
规划，片区内未来将打通多条泉
道，把散落的名泉穿珠成链，力争
再现“曲水流觞”的独特风貌。

为了给片区后续运营和未搬
迁居民创造良好环境，此次改造还
将同步推进电力、给排水、燃气、地
面铺装等配套基础设施提升。

此外，为增强片区内部连
通性，项目将打通片区断头路
12处，同时，打通古城与泉城路
的商业动线，实现古城片区与
泉城路的空间互通、人流互动、
业态互补。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春华秋
实。新的蓝图已经绘就，济南古城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已经开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济南古城有决心也有信心，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向前、再
创佳绩，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崭
新篇章，为济南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贡献古城力量，以优异的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传承好泉城历史文脉 守护住百姓乡愁记忆

济南古城：亮出泉城文脉“金名片”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
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
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近年来，本着“对历
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济南古城在芙蓉
街—百花洲、将军庙两大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
发事业中，坚持系统保
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
化遗产，科学规划、有机
更新，有序推进古城保护
各项工作，古城保护水平
进一步提升，取得了一系
列亮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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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城隍庙本着“修旧如旧”原则，修葺一新。

百花洲美景如画。

济南古城规划全景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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