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饶翔宇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

路”，这是退渔还湖之后白鹭纷飞的济

南章丘白云湖；“船移分细浪，风动散

荷香”，这是规划重整之后碧波荡漾的

济西国家湿地公园；“人工天匠难窥

察，万斛珠玑尽倒飞”，这是保泉育泉

之后连续喷涌14年的济南趵突泉；“女

墙如带指城中，别露平畴尖翠二三峰”

这是拆违拆临之后山际线回归的济南千

佛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

十八大以来，济南市深入推进“453”

工作体系实施，让产业绿色化、让绿色

常态化、让常态高端化，构筑起了党委

政府主导、部门协调联动、媒体舆论监

督、社会广泛参与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格局，推动了泉城济南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成功打造出“显山露水”的

城市生态格局，让泉城百姓“望得见山

水，记得住乡愁”。

看得见山峦起伏

千佛山“山际线回归”

“山得水而活，因树而青，水得山

而壮，因树而秀，城得山水林而灵美，

‘天际线、山际线、滨水线’，条条都

是城市品质线”。

如今，走在千佛山周边道路上，

不少遛弯的老人发现周边的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 一栋栋横亘在千佛山

前的违章建筑不见了。原来，随着济

南市拆违拆临工作第三期工作如期展

开 ,在千佛山周边的经十一路、千佛山

东路、千佛山西路等路段，一处处商

业门头房被接连拆除，一棵棵绿植被

陆续移栽，一片片绿地被不断开发，

连千佛山路与经十路东南角五层楼高

绵延半公里的广告牌也相继被拆除。

现在，市民站在经十路上就能远望到

千佛山全貌，连山“脚”都露了出

来。

青山进了城，绿树悦了心。5年以

来，济南市围绕“护山、育山、观山、

游山”，严格落实“一保三控”——— 严

格保护山体自然资源、控制山城天际轮

廓线、控制观山廊道、控制山体周边建

设的山体管控要求，积极开展破损山体

整治和生态修复，加强山体周边城市建

设管控，开展山体绿化行动计划，先后

完成12处破损山体治理、55座山体的绿

化提升、26座山体公园公园建设，打造

一批特色突出的山体生态修复暨山体公

园精品工程，荣获住建部“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

望得见碧波荡漾

白云湖的蜕变之旅

济南章丘白云湖周边曾是长江以

北最大的废旧

物

资和塑料制品集散地，上世纪 9 0年

代，白云湖镇家家户户经营废旧塑料

生产的小作坊，大量粉尘、污水排入

白云湖，导致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污染，水质一度恶化到劣五类。

2011年，当地政府开始进行白云湖

的生态修复，取缔了白云湖周边近3000

家废旧塑料加工厂，先后投资4000多万

元实施退渔还湿工程、水质净化工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使白云湖环境

得到了极大改观，将这里建成了国家级

湿地公园。

如今，这里随处可见腾空跃起的鸟

儿，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济南市市鸟白

鹭，每年来这里栖息、越冬的鸟儿数量

达10万多只。白云湖南北两侧的鱼塘，

今年还将有500多户村民会出让自家的

鱼塘退渔还湿，借助白云湖盛产芦苇、

蒲草的优势，不少村民开始从事手工蒲

草编织，每年能增收4000多元。接下

来，当地还将借助白云湖的旅游资源，

把这里建成“荷香小镇、白云水乡”，

令过往游客感受“舟行碧湖上，人在画

中游”的意境。

章丘的白云湖只是济南水生态保护

的一个缩影，5年以来，济南市编制市

域河湖水系规划，实施五库连通工程，

加强节水减排体系建设，基本构建了

“河湖联通惠民生、五水统筹润泉城”

的水资源配置格局。

听得见泉水叮咚

趵突泉持续喷涌14年

近年来，济南市为加

强泉水源头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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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深化五库

联通等水源连通工程，丰枯调剂、多

源互补，实现地表水、地下水、黄河

水、长江水、非常规水的五水统筹、

互联互通，一单调度，为济南市城乡

供水、保泉补源、生态补水发挥重要

作用；采取“增雨、置采、控流、补

源、节水”等系列综合保泉措施，实

现了泉水持续喷涌14周年，保持了较

高水位泉水喷涌景观。

文化保泉，优化环境，助力泉水走

向世界。济南市目前已经修复了100余

处泉水景观，形成舜井街、芙蓉街、百

花洲、宽厚里等多个泉城特色街区；建

成了100余处泉水直饮点，十余处泉水

取水点，多处泉水大碗茶摊点，试点泉

水啤酒等泉水产品，全民分享泉水的甘

甜。

依法保泉，理顺关系，强化完善

名泉保护工作机制。截至目前，济南

市已经完成了《济南市名泉保护条

例》的修订工作，划定了保泉生态红

线，建立健全保泉法律法规，泉水保

护利用的法律法规基础更加稳固；特

别是今年济南市重点完成了王文涛书

记提出的“城市山体、河道水系、重

点渗漏带、直接补给区”四条保泉生

态红线的划定，明确了“四线”管控

范围并将四线成果纳入新编制的《济

南市泉水保护总体规划》，从法规层

面确立了四线在济南市发展中的突出

地位和指导作用。

泉水续了声，荷花开了颜。5年

以来，济南市完成了“山体、河流水

系、直接补给区、重点渗漏带”四条

保泉生态控制线的划定工作，以及对

直接补给区和强渗漏带范围内102片

山体(含177座山峰)、68条主要河道、

82座大中小型水库、83公里输水线路

生态控制线的划定工作，让济南市民

在城里也能“赏碧波荡漾、听泉

水叮咚、闻荷花飘香”。

看得见山峦起伏 望得见碧波荡漾 听得见泉水叮咚

生态济南“显山露水”

□本报记者 晁明春

9月12日，随着济南市政府网站上一则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停留在规
划图上多年的济泺路穿黄隧道工程终于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必须交通先行。”济南市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加快齐鲁大道黄河大
桥、济泺穿黄隧道、凤凰路黄河大桥及济南黄河大桥改扩建“三桥一
隧”工程建设，并在先行区规划范围内划定5—10平方公里的引爆区，
吸引产业项目落地，尽快形成聚焦和要素集聚，是当下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的首要任务。

据介绍，先行区位于济南市区北部，涉及黄河沿岸5县区21个街
镇，规划面积约1030平方公里。目前，相关方案已经上报。

先行区从起步阶段，就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
理。同时，先行区还创新规划管理体制，确定空间战略规划后，在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同步完成交通、产业、土地利用等专项规划。
同时，搭建先行区规划管理“一张蓝图”大数据平台，融合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红线及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等，形成“多规融合”的新城发展蓝本。

据悉，今年济南市要开工建设“三桥一隧”，从长远发展来看，
未来还要增加更多的过河通道，让济南市民过黄河像过小清河一样方
便，让携河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济南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复
制。”据介绍，先行区将在一二三产业上协同推进，实现产业

提升和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目前，先行区已经和中国交
建、中国电建、中建八局等知名央企共计签订3000亿元

的战略合作协议，在今后的3年，先行区集中精力进
行过河通道建设和黄河北基础设施建设，不远的

将来，一座绿色生态、低碳环保、产城融
合、智慧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将崛起为

济南乃至全省的发展高地。

先行区建设

开启济南“黄河时代”

□本报记者 晁明春 张鹏程

“目前，片区宏观层面的各项规划设计已全面展
开，年内可望基本完成；而综合交通、市政基础设
施、生态景观、地下空间等专项规划也将率先启
动，各片区控制性规划同步进行优化调整；部分重
要工程和重大项目设计将很快具备实施条件，预计
2018年下半年将会有进区项目启动建设。”这是9月
5日，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建设指挥部规划建
设组第二次专家研讨会上透露的信息。

据济南市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省会济南集中了全省
一半以上的优质医疗资源，医学领域人才济济。济南市
也希望借此积极申报国家医疗健康产业综合试验区，努
力把济南打造成国际性的医学高地，为全民健康提供优
质的医疗服务资源。

按照批复，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总规划面积约35
平方公里。其中，京台高速以西、济西编组站以东、经
十西路以北、小清河以南面积约10平方公里用地是医学

中心核心区，将于第一步先期启动。据介绍，核心区将
打破教育、医疗、科研条块分割的局面，建设成为
“医—教—研”相融合的现代化新区。

据悉，概念规划中明确的齐鲁医科大学、临床医
院、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等重点项目都选址在核心区
内，核心区内还将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医技中心；核心
区内市政道路、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也均已明确，
同时还配有商务办公、简餐零售、保险金融和高端人才
公寓等多种服务业态。

据了解，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管委会已经筛选
了高端医疗、研发、产业项目20多个，园区规划体
系编制完成后，这些项目即可无缝衔接土地出让和
项目落地实施等各环节。同时，管委会还积极推动
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在美国休斯敦医学中心设立孵
化器、与法国卢瓦尔大区生物治疗竞争力中心全面
合作、与英国医疗局联合推动建立园区合作、聘请
以色列医学家担任顾问，今年还将筹办中日韩老年
健康产业合作论坛、中美医学与计算高峰论坛。

医科中心的“国际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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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晁明春 本报通讯员 李志强

“相信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并联结成网，让泉城济南早日圆‘地铁
梦’，是每一个市民群众的期盼。”近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济南市轨道交通R1线、R2线一期、R3线一
期、环线CBD轨道交通预留项目、东客站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工程等全面启
动建设。

201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济南市第一期轨道
交通建设规划，包括R1线、R2线一期、R3线一期工程共三条市域快
线，线路总长80 . 6公里，总投资达437亿元。其中，R1线南北向贯穿西
部新城，全长26 . 1公里，包括高架线长16 . 2公里，过渡段0 . 2公里，地
下线长9 . 7公里；R3线是连接主城东部中心、机场、空港组团等的南北
向市域快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21 . 6公里，均为地下线。

按照全市“一张大网”的思路，济南市精心谋划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在按一期规划建设的同时，济南市采取“环+放射”的思路，确定了二期
建设规划方案。此外，济南市还开展了全域轨道交通线网研究和三期建设
规划编制工作，让线网和城市空间布局以及功能更好地融合。

济南市始终坚持“用慎重的态度对待泉水保护，用智慧的方法建设轨
道交通”的原则，深入开展保泉研究，在妥善处理地铁建设和保泉关系的
基础上，加快推进各项工作进度。2015年7月16日，R1线正式开工；2016年
6月20日，济南轨道交通R3线全线开工；2017年8月20日，济南轨道交通R1
线始发站铺轨。

如今，按照市委、市政府又好又快建设轨道交通的决策部署，在全市
上下的大力支持下，一条条埋藏在城市文脉中的轨道交通“大动脉”正在
支撑起未来交通的骨架，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命运和广大市民的未来。按计
划，R1线工程将于2018年5月洞通、12月轨通，2019年底开通试运营。济南
700万人的地铁梦即将实现。

2019年底，济南地铁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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