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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脉泉面临停喷危险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中韩两国共同发布

《2015年度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
目名录》，包括学术教育、地方政府、青少年、
文化等两国人文领域共50个交流合作项目。其
中，济南市与韩国友好城市水原市联合举办的
“第13届中韩（济南水原）书法交流展”被纳入
合作项目名录。

根据习近平主席和韩国朴槿惠总统达成的共

识，中韩双方于2013年成立人文交流共同委员

会。两国在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下，每

年发布《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

名录》，推动两国间的人文交流。2014年第一次

发布名录时，两国共有19个交流项目纳入，此次

为第二次发布。

中韩（济南水原）书法交流展是2003年以济

南市与韩国水原市结好10周年为契机，依托双方

在汉字文化、儒家文化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地缘优

势，两市书法家协会建立友好交流关系，每年轮

流在两市举办中韩书法交流展，目前已发展为两

市文化交流的品牌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12届。

两国近200名书法家进行交流互访，2500多幅作

品在两市美术馆、博物馆及市政府大厅等展览、

交流，15万多市民观摩了交流展。每次活动举办

期间，两市书法家还策划举办书法理论研讨会、

公益性书法笔会等活动，对增进两市市民、两国

国民理解和信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成为友城文

化交流的品牌性活动。

在2015年第13届中韩（济南水原）书法交流
展成功纳入中韩两国元首商定发起的国家层面的
人文交流合作项目框架后，济南市将进一步加强
与韩方沟通，在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指导
下，全面提升“第13届中韩（济南水原）书法交
流展”的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同时
借助国家外交平台，深耕细作对韩交流，扩大济
南市在韩国的影响力，为济南市抓住中韩自贸区
建设的历史机遇，全面深化对韩交流合作作出积
极贡献。

中韩书法交流展

成两国交流合作项目

□记 者 马桂路
实习生 李岳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4日，济南市首届“年年
有鱼”民间观赏鱼拍卖活动在柏宁水族广场拉开
帷幕，此次拍卖会由济南市渔业协会和济南市观
赏鱼协会共同举办，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一条印
尼红龙以4200元的价格当选为“身价”最高者。

拍卖会现场的锦鲤、孔雀鱼、金龙鱼、鹦鹉
鱼、元宝鱼等各色鱼类以及大小不等的鱼缸轮番
登场，场面隆重，气氛活跃，引得市民们兴致高
涨，纷纷举牌。“第一次参与观赏鱼的竞拍，感
觉形式很新颖，养鱼的兴趣也来了。”一名市民
向记者反映。在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分别举行了
两场拍卖，其中一条市场价6000元的印尼红龙经
过七轮竞拍后，最终以4200元的价格成为此次拍
卖会的“标王”。济南市观赏鱼协会工作人员介
绍，这次拍卖会上的观赏鱼由协会通过各种市场
调查确定出了合理的价格，从100元到6000元不
等，现场从市场价的1折让市民自由起拍，绝无
半点水分的掺加。

“目前水族广场已联合济南市观赏鱼协会开
发了020展销平台。该平台目前主要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发布爱鱼信息，提供养殖技术
服务和市场信息，为爱鱼登记造册选择买主等，
通过组织发动市民参与观赏鱼活动，抛砖引玉，
使行业更开放、更透明于市场。”济南市观赏鱼
协会会长李法贤介绍。

济南举行

首次观赏鱼拍卖会
一条印尼红龙拍出4200元最高价

泉水喷不喷 不能全看天

科学保泉急需建立泉水“大数据”

□记者 马桂路 实习生 李岳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尽管地下水位持续走低，然

而仍然有不少黑洗车店盗采地下水“猖獗”。
1月20日，济南市水政监查支队联合天桥区水
政监察支队对12家洗车店突击检查，发现有11
家在盗采地下水洗车。

20日上午，在新黄路1293号的一家洗车店
内，市水政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发现，该洗车店
盗采地下水的井口，竟然隐藏在家里的床铺
下。“现在打井都会藏起来，有的藏到床下，有
的甚至藏到地板下。”市水政监察支队人员说，
由于经常检查，洗车店的老板也变狡猾了。

市水政监察支队人员来到舜馨路北段的一
家洗车店，发现该店附近有一锁着的井盖。经
过执法人员再三要求，洗车店员才打开井盖，
承认盗采地下水洗车，市水政监察支队人员封
闭了采水管道。

记者得知，这家洗车店没有营业执照，洗
车一次是15元。而在这家洗车店附近，还分布
着不少洗车店，洗车的价格大都是10元至20
元，这样的价格可以说比较便宜，原因就是这
些洗车店都在盗采地下水洗车。

在新黄路一家洗车店内，市水政监察支队
人员想复查上次封掉的井，不料又有新发现：店
老板竟然又私自打了一眼井，藏在用破旧木箱
搭建出的角落里，继续盗采地下水。“用地下水

便宜。”黑洗车店老板承认。市水政监察支队工
作人员暂扣了采水设备，7天之内进行处理。

天桥区监察支队负责人说，洗车店打的一
般都是浅层井，打十几米就可出水，费用不足
300元，打井的人还会免费为店里提供抽水管
道。即使监察支队人员封井之后，洗车店还是
会再继续打井，增加了查处难度。

在新黄路另一家洗车店内，监察人员查看
发现，洗车管道上既连接自来水又连接地下
水，用的是“双水源”。“执法人员检查时就
用自来水，走后就用地下水。”天桥区监察支
队人员说，这不仅是违法盗采地下水，而且如
果地下水压力过大，会进入自来水供水管道，
导致用水不安全。

2014年，市水政监察支队人员处理12345接
到的关于盗采地下水的投诉达到1000多件。为
了封井保泉和保护地下水，从2001年开始，济
南市在全市范围内对自备井进行查处。目前济
南市已经累计封闭自备井3460眼，其中深层井
370多眼，每年可节约地下水10万立方米。

“盗采地下水将被处以2万元至10万元的
罚款。”随着泉水水位的持续下跌，济南市将
加大水政执法监察力度。据相关负责人透露，
济南市将开展“冬春保泉”集中整治行动，计
划利用2个月的时间，针对重点片区和行业，
对未经许可擅自取水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12家洗车店有11家盗采地下水
济南市将开展“冬春保泉”集中整治行动，严查盗采地下水

□马桂路 报道
1月20日，水政监察人员查收盗采水的水泵。

□记者 马桂路 实习生 李岳岳 报道
本报章丘讯 1月25日，虽是周末，但百

脉泉公园里游人并不多。2014年以来，受气候
持续干旱影响，百脉泉水位持续下降，连续喷
涌11年后，相继跌破黄色、橙色警戒线，景区
内不少原来泉水四溢的池子内变成了干旱的泥
塘，密布的泉眼中，仅剩墨泉还在喷涌，而水
势跟以前相比也减小了不少，门票更是一跌再
跌，从原来的50元降至40元，现在又到了25
元，昔日盛况不再。

据了解，虽然章丘早在去年初就实施“补
源、关井、控流、节水”等保泉措施，相比同
等气候条件下的趵突泉，还是提前半年进入红
色警戒线。水文地质专家分析，泉水位快速下
降的原因，除气候持续干旱的环境因素外，泉
域地下水超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是主因。

据相关人员介绍，百脉泉域涉及淄博、济
南（章丘）两市，补给区面积355平方公里，
其中淄博105平方公里，济南（章丘）250平方
公里，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 . 2亿立方米，泉
域东边界为博山—磁村的禹王山断层。2000年
以来章丘采取了严格的关井保泉措施，关闭了
12处煤井、城区76眼自备水源井，对泉域岩溶
地下水的开采仅限于居民生活用水，总量计划
控制在5 . 0万立方米/日以内。据山东水文局监
测调查数据，目前，同在百脉泉域淄博境内有
8处水源地（小峪口、大峪口、袁家、刁虎
峪、河洼、岭子、杨古、西宝山），地下水集
中开采量5 . 47万立方米/日，矿坑排水量2 . 8万
立方米/日，加上地方零星开采，总量已超过9
万立方米/日，并且开采量仍在不断扩大。水
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百脉泉频临停喷危险，造
成泉城品牌损害，影响到济南东部生态环境建
设，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泉域内济南章丘段地
下水位下降厉害，部分群众已经出现饮水困
难，抗旱解困的任务十分重。因百脉泉域地跨
济南、淄博两市，地下水资源规划管理缺乏统
筹协调机制，需要尽快建立联动机制研究解
决。

近期如何才能科学利用和保护百脉泉域地

下水资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据相关人员
表示，先在百脉泉域地下水资源纳入省水政部
门跨流域统一规划管理方面入手，完善流域管
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实行泉域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
度，由省水政部门核定并公布泉域地下水禁采
和限采范围，依法制订和完善地下水资源调度
方案计划、对百脉泉域地下水资源实行统一规
划、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逐步削减超采量，
尽快实现泉域地下水采补平衡，促进水资源优
化配置，由淄博、济南（章丘）根据规划分别

制订泉域地下水削减计划，省水政部门监督执
行。

其次是落实百脉泉域地下水资源开发和保
护措施。淄博、济南（章丘）两市坚持因地制
宜、讲求实效的原则，统筹地表水和地下水利
用、统筹生活、工农业和生态用水、统筹区域
发展，制订科学合理的泉域地下水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护规划，严格地下水开采水质水量执法
监察，落实泉域地下水浅层为主、深层适度、
采补平衡的开发保护战略。在农业上提倡节水
灌溉，在工业生产和民用中多用地表客水，加

大生态补源投入（植树造林、拦蓄补源等），
避免泉域地下水超采，保护泉水独特的自然景
观，改善泉域水文地质环境。

再者需要建立百脉泉域地下水资源数据共
享系统，实现泉域地下水资源有序开采、有效
利用。借助国家、省中小流域水资源监控管理
平台，建立百脉泉域地下水资源实时数据共享
机制，由淄博、济南（章丘）水政部门定期联
合发布泉域地下水资源水质水量公报等信息，
促进泉域水资源科学开发利用，为建立百脉泉
泉域地下水数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 晁明春

眼下的这个冬天，趵突泉公园内天尺亭下
那个时时闪烁更新的数字，让泉城人的心一阵
阵揪紧。“1月27日，趵突泉水位27 . 78米”。
与2014年1月27日28 . 78米的地下水位相比，整
整相差了1米。

泉是济南的魂，以山、泉、湖、河、城为
特征的泉城特色风貌带使济南拥有了在全国甚
至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完善保泉综
合措施，实现正常降水年份群泉持续喷涌，是
历届政府的重要职责。但一旦遇到降水“不正
常”了，泉水也就难免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但偏偏，2014年是个少有的旱年，全市平
均降水量为430 . 7毫米，较历年同期少203 . 6毫
米，较上年同期少291 . 8毫米。尽管今年1月25
日，济南市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场
全市平均降水量仅为4 . 1毫米，只在南部山区
才能看到地面泛白的降雪来说，只相当于小雨

水平，对泉水补给基本上是微不足道。
可以说，自2003年9月6日，在地下水位上

升到27 . 01米时恢复喷涌，至今已持续喷涌11年
的趵突泉等济南泉水群，遭遇到了最大的危
机。

在去年平均降水量较往年同期下降三成多
的情况下，济南保泉工作面临的压力可想而
知。为此，在前不久召开的名泉保护工作调度
会上，济南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了“科学保
泉、精准保泉、节约保泉”的理念。

“科学保泉、精准保泉”的后面，必须有
科学、翔实、严谨的数据作依托和支撑。否
则，科学决策又从何谈起？但济南现在正缺
的，恰恰就是数据，完整、精准的泉水喷涌数
据及气候、地质和渗漏区面积减少、回灌补给
对泉水喷涌影响等相关数据。

泉水喷不喷，不能全看天。气候特别是降
水条件对泉水的直接作用有没有数据分析？有
没有一张降水量的多少与泉水水位的升降对应
关系表？丰水年是一种什么情况？降水不足的
年份又是个什么情况？

保泉重在“保源”。作为泉水的重要补给
地，济南南部山区几十万群众面临着加快发
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任务。但如何开
发建设？开发建设到什么程度不至于对泉水补
给造成影响？一直在争议中的生态补偿机制如

何科学设定？都需要翔实资料和数据来说明。
有资料显示，自2002年以来，济南泉域直

接补给区、重点渗漏带因城市道路硬化、居民
小区建设等因素减少约54 . 6平方公里，这对泉
水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今，随着“南控”线
节节失守，二环南路以南地区特别是沿省道
103线两侧的大规模开工建设已是箭在弦上，
国土资源、规划、建设及泉水保护部门在对相
关项目盖章放行时，有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泉水
影响分析？

从2002年开始，卧虎山水库有计划地放水
到玉符河强渗漏区，补给泉域地下水。2014年
的春季回灌补源工作提前至当年3月3日，截至
今年1月22日，卧虎山水库仍然保持着每天2万
立方米的放水量，已经持续了328天，是回灌
补源工作启动13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其
间，卧虎山水库的回灌补源放水量超过了5000
万立方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回灌补源与
泉水喷涌的关系能否通过数据来说明？

集中了四大泉群的老城区目前仍有不少重
点工程在开发建设中，包括趵突泉周边地区，
不少市民对工程是否会对泉水造成影响议论纷
纷，地下工程挖到多少米才会影响到泉脉？有
没有详细的监测数据来打消市民的疑虑？

还有泉域涉及济南、淄博两市的章丘百脉
泉群，355平方公里的补给区面积中，淄博占

到了105平方公里，济南(章丘)250平方公里。
如何科学调配、利用跨行政区域、跨流域的地
下水资源，更需要首先建立百脉泉域地下水资
源数据共享系统。

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尊重规律，尊重科
学。如果真到了“保吃水”还是“保泉涌”的
二者取其一的地步，这道选择题不难回答。但
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那就说明我们的发展观
特别是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真的需要彻底反思
了。泉水后面就是我们的发展观。好在，还没
有。我们还有争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间和
空间。比如，济南市正在积极推进中的全国水
生态城市建设试点，目的之一便是通过科学合
理的水资源调配，把“实现正常降水年份群泉
持续喷涌”那句话中的“正常降水年份”去
掉，让济南泉群真正实现持续喷涌。

“建立济南泉水网站，整合现有保泉机构
和研究机构，吸收国土资源、地质勘探等方面
的专业人员，成立半官方半民间的名泉研究
院，争取每年出版一本泉水监测和研究成果
集。”有专家甚至提出了建立大数据库的详细
方案。“尽管有些数据不好采集，但可以监测
和研究，往年包括历史上的数据不好收集了，
但如果有泉水复涌以来的11年的详细数据记录
及数据分析，济南出台的保泉措施也许会更科
学、更精准。”

□记者 马桂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这真是一场及时雪，不下这场雪

明年地里会更旱。”1月25日上午，历城区仲宫镇核桃
园村的村民在清扫上山路上积雪（小图）。部分地面雪
厚十厘米左右，引来不少游人前来赏雪景、堆雪人（大
图）。

2014年，济南遭遇罕见旱情，农田受灾，泉水告
急，济南的第一场雪无疑给喊渴的泉群带来了好消
息。记者在历城区高而乡北丘村看到，地上的雪足足
有十几厘米厚。但是，这次降雪所形成的总降水量并不
是很大，截至1月25日18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 . 1
毫米，只相当于小雨水平。而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
虽然有两股较强冷空气活动，但不会形成降雨或降雪。

记者获悉，受降雨降雪影响，趵突泉水位在周日
小幅回升，较前一日上升2厘米，达到了27 . 86米，
仍处于橙色警戒线以下。降水量明显偏少是水位持续
走低的主要原因。截至2014年底，全市平均累计降水量
为430 . 7毫米，比常年同期637 . 0毫米少了206 . 3毫米，
偏少32 . 4%；比2013年同期723 . 0毫米少292 . 3毫米，偏
少40 . 4%。

这次降雪能有效改善地下水位走低的严峻形势
吗？对此，相关部门负责人说，降雪和降雨不同，即
使是降雨，雨水也要几天之后才能渗入地下，补给地
下水源，降雪的话可能补给速度会更慢一些。不过，
此次降雪持续时间较久，随着雪水慢慢融化补充进入
地下，也能有效补给地下水源。

泉水告急 初雪解渴

□记 者 牛远飞
通讯员 冯文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工地建筑垃圾清运不及时，限
期3天整改；建筑工地路面硬化、物料堆放、建
筑垃圾、土方降尘不合格，限期5天整改；党杨
路等路段渣土撒漏严重，1月底前整改到位……1
月22日，槐荫区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挥部第
一次会议，在前期摸底的基础上列出321项问题
清单，明确了任务要求、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力促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速增效。

针对问题清单，槐荫区16个街道办事处及相
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建立了工作配档表。各街道
办事处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村居，明确责任人
员，建立了“属地化、网格化”管理制度，对污染源
进行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监管，形成全
面覆盖、网格到底、责任到人的监管模式。

随着西部新城加快建设，兴福街道办事处辖
区的施工工地较多，目前共有14处在建工地。该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问题清单中
列出的29个扬尘污染问题，办事处联合区质监
站、执法中队等部门开展了一次集中整治行动，
对不达标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截至目前，
已经纠正搅拌站内不规范现象2次，清扫辖区易
造成扬尘污染的硬化道路接口30次，覆盖裸露土
地20余万平方米。

据了解，这份问题清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动态管理”，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对于发现
的新问题，也将新增到问题清单中，形成良性循
环。为督促问题清单及时整改，槐荫区还成立了
4个督导组开展定期督查和重点督查，重点对行
动方案各项工作落实情况、问题清单内容进行督
查考核。槐荫区将对各单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
行量化评价，并将年度工作考核结果与单位年终
科学发展观综合考核挂钩，对治理工作不作为、
慢作为或造成严重污染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
问责追究。

问题清单倒逼槐荫

大气污染防治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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