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日报9月4日讯(记者 薛良诚)
济南素有“天下泉城”之美誉，但长期以
来，人们对于济南泉水的认识往往只局
限于七十二名泉，至于济南名泉目录里
的645处名泉可谓知之甚少。而且，随着社
会的变迁，这个数字也早已过时。现在的
济南究竟有多少处泉水？都分布在哪里？
现状如何？今年的泉水普查给出了一个最
新也是最权威的答案：截至2011年8月23
日，共普查发现泉水800余处，其中新发现
泉水204处。据介绍，下一步经专家论证
后，新版济南名泉目录有望大幅扩容。

据悉，这次泉水普查活动从6月23日
开始，共持续62天，其间对济南市历下
区、市中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市、平
阴县、天桥区、槐荫区等8个县(市)区进
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全面摸排，除了对
名录登记在册的645处名泉一一核实外，
不少泉水都是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普查过程中，还从民间搜集了大量有关
泉水的生动传说和故事。

从普查结果看，南部山区泉水资源
最为丰富。历城片区普查小分队负责人、

历城区园林局副局长刘传琳告诉记者，
旧版名泉目录中，历城区有178处名泉，
但进行了半个月的普查后，仅柳埠镇一
地就累计普查泉水60多处，其中多处都
是没有记载的新发现。譬如在济南海拔
最高峰——— 梯子山山顶附近发现的饮马
泉，海拔高度832 . 801米，改写济南泉水
海拔的新纪录。

长清区和历城区是普查收获最多的
地区，仅长清区双泉镇，就发现了20余处
没有记载的泉水，这也与当地对泉水的保
护有关，“双泉镇是济南市两大生态乡镇
之一，这些年加强源头绿化、水土保持，每
年新增5000亩造林植树面积，为泉水涵养
保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相关负责人还
透露，下一步双泉镇将结合南部山区旅游
以及开发规划，打造泉水特色乡镇。

“从6月23日开始，至8月23日结束，
历时62天，普查8个县(市)区、50多个乡
镇，行程上万公里，累计普查查证泉水
800多处。”济南市名泉办名泉保护技术
处处长田晓东介绍，济南泉水整体保护
较好，大多数泉水具有饮用和灌溉功能；

许多泉水已经被保护、开发，有力地推动
了当地的旅游发展；有些新发现的泉水
流量很大，观赏、饮用、历史文化价值较
高，保护较好，如绣川莲华泉、彩石镇青
岭峪村的青龙泉、西营镇的小泉与石佛
峪泉、柳埠镇的饮马泉等。

据介绍，老城区也是这次普查的重
点，通过市民积极提供线索，又发现了多
处新的泉水。下一步，济南市将结合济南
旧府城以及百花洲片区改造，对这些隐
藏在老城区、老宅子里的泉水进行保护
和改造提升。泉水普查中也有遗憾，普查
人员在普查过程中发现，名泉目录里的
孝感泉等数十处泉水因为各种原因消失
或遭到掩埋，一些名泉保护不力，面临窘
境。

田晓东还透露，目前，部分在册的名
泉仍处于停喷状态，国庆节期间，还将组
织人员对这部分名泉进行追踪普查。今
后济南市名泉管理部门将参照初步制定
的名泉标准，邀请权威专家进行逐一论
证，通过论证的泉水将入选新版济南名
泉目录。

堂堂“天下泉城”，还没有一部泉水志？
泉水普查第一手资料汇编的首部《济南泉水志》明年出版

水生民，民生文，文生万象，泉生济
南。自古以来，济南人依泉而居，繁衍生
息，泉水是济南的灵魂和名片，已经成为
济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在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济南，以志书形式记
载济南泉水并流传至今的泉水专志，仅
有清代任弘远的《趵突泉志》一书。号称

“天下泉城”的济南至今还没有一本专业
泉水志，这也成了几代爱泉人士的一块
心病。

编写泉水志，首先要知道济南有多
少名泉，分布在哪里，现状如何。但是，目
前济南泉水大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姓
甚名谁、“长”得什么样子，至今没有最完

整的一手资料。“一些介绍泉水的网站，
有的展示名泉的图片不全，有的过于陈
旧，有的文字说明有错误；泉水周边的环
境有的也不尽如人意，有的没有标识，有
的损坏严重，有的植被或建筑物亟待保
护，这些都使得泉水的观赏价值大打折
扣。”济南市名泉办名泉保护技术处处长
田晓东说，这次普查将全面充实、完善、
更新以往泉水的基础资料和图文信息，
掌握每个名泉的第一手资料，为下一步
科学保泉、制定保泉总体规划奠定坚实
的基础，也为济南泉水申遗、举办“泉水
节”提供技术支撑。

田晓东说，近年来，济南市高度重视

泉水保护工作，采取引黄河水、封井、人
工增雨、回灌补源、节水、泉水申遗等一
系列保泉举措，确保泉水常年喷涌，“此
次开展大规模的泉水普查，正是政府进
一步摸清泉水家底，做好保泉工作的重
要举措”。

这次普查由济南市名泉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和济南市史志办公室联合开展，
对济南境内所有名泉进行摸底，并为它
们统一上“户口”。根据普查的第一手资
料，还将编纂济南历史上首部《济南泉水
志》，填补济南泉水志书的空白。该书计
划在2012年底前面世。

本报记者 薛良诚

■马上就评

别让泉水普查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这次泉水大普查行动偃旗息鼓，

济南市泉水的“家底”也水落石出：查证的
800多处泉水中，共发现新泉水204处，尽管
这些新泉还未经专家论证，但依旧令人感
到欣喜，也让我们感受到“天下泉城”的蓬
勃生机。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接受另一
个事实：短短6年时间，就已经有数十处济
南名泉目录登记在册的名泉“失踪”或“死
亡”。虽然之后还会进行一些后续补充性普
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
泉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孝感泉，曾经很有名，现在就埋在三联
商厦门前广场的地底下，别说不能复原，即
便复原了也没有把握喷涌；太乙泉、舜
井……有的泉池被杂物、垃圾填平，有的被
圈 在 私 人 宅 院 或 单 位 里 ，成 了 私 人 财
产……十大泉群之一的白泉泉群，上世纪

70年代曾与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五龙
潭齐名，但这些年来，白泉已经很少被人提
及。这次普查人员对白泉普查时发现，白泉
四周已经被围了起来，听说要建一个湿地
公园，但迟迟没有动工，周围村民也是一问
三不知。

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我们在感叹大自
然恩赐的同时，也面临着保护大批流落民
间的泉水这一难题。2005年《济南市名泉保
护条例》出台，转眼间，这部法规已经走过
了6个年头，然而，这次普查中发现的问题
依旧很多，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缺乏规划和
保护，大多数还保留着“原始”风貌，有的至
今没有泉池、护栏，有的泉池内垃圾遍布，
泛着一股恶臭，尤其是一些乡郊山野的名
泉，长期被人遗忘，不知情的还以为这不过
是一口井而已。

《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各

县(市)区应当编制名泉保护规划；名泉保
护规划公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变更；禁止填埋、占压、损毁名泉泉池、泉渠
及其人文景观。而且，相关处罚也相当严
厉：未采取保护措施或者保护措施不力，造
成名泉泉池、泉渠或者人文景观损毁的，责
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罚款(参考《条例》第34条)。但现在
看来，颁布法规是一回事，落实执行却是另
外一回事。

泉水普查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相信
现今大家更关心的是普查之后采取什么措
施，以及措施落实情况。但愿能够像济南市
园林局一位负责人所言：为科学保泉提供
准确、翔实的统计信息支持；为名泉保护总
体规划的编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济南泉
水申遗、举办“泉水节”提供技术支撑。

(米乐)

细心的市民发现，这次普查涉及范围非常广，涵
盖了济南市8个县（市）区，但是名单中唯独没有济阳
和商河两地。谁不知道商河的温泉大名鼎鼎，不可能
说漏就漏吧？

原来，由于性质和成因不同，温泉和济南七十二
名泉代表的泉水二者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济南泉水众
多，有“泉城”的美誉，这是由于它的特殊地质条件造
成的。济南位于山区和平原的交界处，山区下面是一
层很厚的石灰岩，平原下面却是岩浆岩，山区的石灰
岩由南向北倾斜，到了济南主城区范围，正好被切断。
石灰岩因其构造特点能够储存许多的地下水，地下水
由于地势的原因由南向北流。在济南附近碰到组织结
构比较紧密的岩浆岩时，地下水就流不动了。大量的
地下水在压力作用下流出地面，便形成了泉眼。

而温泉属于地热资源的一种，与普通的泉水成因
不同。此外，济阳和商河两县与济南市其他地方被黄
河隔开，其地质构造与济南城区也存在明显区别。

(记者 薛良诚)

■小链接

泉水普查为何
没有济阳、商河

8年之前，2003年9月6日，济南停喷近3年的泉水复涌。8年来，虽然水位多次下跌到令人揪心的

程度，但都有惊无险地挺了过来。8年的连续喷涌，让“泉城”这个曾经在停喷时期尴尬不已的名片

焕发了青春。作为纪念，更作为泉城人的自我勉励与鞭策，本报今起推出泉水复涌8周年系列报道。

泉水连续喷涌进入第8个年头的时候，济南市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泉水普查，800多处泉水

得到了查证，其中光发现的新泉水就有200多处，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泉水普查

是如何进行的？取得了哪些成果？大好形势之下还有哪些隐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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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七七十十二二名名泉泉

非非中中心心城城区区泉泉水水分分布布示示意意图图
注：本图不

含大家所熟悉的
市区区四四大大泉泉群群，，
即即趵趵突泉泉泉泉群群、
五龙潭泉群群、、珍珍
珠珠泉泉泉群、黑虎虎
泉泉泉泉群群。。济济南市
22001111年进行的泉
水水普普查查中所发现
的的220044处新泉水，
大大多多分布于这些
郊区泉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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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评定的
济南新七十二名泉

趵突泉、金线泉、皇华泉、柳絮泉、卧牛泉、漱玉泉、马跑泉、无忧泉、
石湾泉、湛露泉、满井泉、登州泉、杜康泉、望水泉、珍珠泉、散水泉、溪亭
泉、濋泉、黑虎泉、琵琶泉、玛瑙泉、白石泉、九女泉、五龙潭、古温泉、贤清
泉、天镜泉、月牙泉、西蜜脂泉、官家池、回马泉、虬溪泉、玉泉、濂泉、百脉
泉、东麻湾、墨泉、梅花泉、濯缨泉、玉环泉、芙蓉泉、舜井、腾蛟泉、双忠泉、
华泉、浆水泉、砚池、甘露泉、林汲泉、斗母泉、无影潭、白泉、涌泉、苦苣泉、
避暑泉、突泉、泥淤泉、大泉、圣水泉、缎华泉、玉河泉、西麻湾、净明泉、袈裟
泉、卓锡泉、清泠泉、檀抱泉、晓露泉、洪范池、书院泉、扈泉、日月泉

泉水普查摸“家底”，发现204处 新泉
遗憾的是，也有不少泉水遭破坏 而消失
这次普查共查证800多处泉水，新泉水经过专家论证后将补充到 新版名泉目目录录

海拔最
高的饮马泉刷
新 了 一 项 纪
录。（薛良诚
摄）

一块石
碑证明了双泉
的历史。

（薛良诚 摄）

▲百花洲片区的小
兴隆街13号一处不起眼
的四合院里发现一口上
了岁数的泉水井。

（薛良诚 摄）

长长清清双双泉泉镇镇以以双双泉泉而而得得名名，，此此为为双双泉泉中中的的一一处处。。（（薛薛良良诚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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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
人员在测量
饮马泉。

（薛良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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