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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12点—下午4点

重要决策：

街面不再停放非机动车

6月2日12点，骄阳之下，泉城路两侧拥
堵异常，非机动车停车点内的车辆犬牙交
错地摆放着，一些共享单车则停在了围栏
之外，杂乱无序的停车状况让泉城路变窄
了不少。“共享单车大都停在公交车站及商
圈入口附近，乱停车现象比较严重。”对泉
城路两侧的非机动车停车点，70多岁的市
民张永军吐槽道，济南核心商圈非机动车
乱停放，拉低了整个商圈的形象。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一场改变，只是没
想到，这转变来得如此之快。

6月2日下午1点30分，历下区大明湖街
道办事处，刚从会议室走出来的城管科科
长杨珂表情严肃。他接到通知，为了腾挪空
间，丰富道路两侧业态和夜经济发展，泉城
路商业街将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即日起全
面实行街面无非机动车停放。

泉城路全长1500米，从东向西，世茂、
贵和、恒隆、国美、苏宁，商圈叠加交会，路
两侧非机动车停放区常常爆满。如今一夜
之间要将所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围栏及沿
街岗亭全部拆除，是一个巨大挑战。

经过慎重思考，杨珂和同事以最快速
度联系到泉城路辖区范围各建筑产权单位
管理方，下午2点30分，召开了一场漫长的
会议，不仅仅是谈论非机动车禁停，更关键
的是要划出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经
过一个半小时协商，最终在世茂广场地下
停车库、舜井地下停车场等5个点位设置了
临时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2日晚8点—3日上午10点

惊人变化：

泉城路一夜“豁然开朗”

2日晚8点多，泉城路中段的商亭里，李洋
(化名)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走出店门一
看，芙蓉街旁原有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几名工
人正在拆除白色护栏，“听到要整治的消息，但
没想到动作这么快。”李洋感慨地说。

离李洋不远处，刘华(化名)拿起电钻
拧开围栏上的第一颗螺丝钉，紧接着围栏
被拆卸成好几块，既有矩形金属板，也有金
属栅栏和立柱。这一夜，泉城路上像刘华一
样的施工人员多达数十个。整条泉城路上
的围栏要在天亮之前全部拆完。

3年前，30岁的李洋从东北来到济南，
在泉城路租下一间卖饮品的商亭，“济南工
作机会多，泉城路这边又是最繁华的，虽然
房租不便宜，客流量还是很可观。每天从早
忙到晚上11点多才关门。”每天涌入泉城路
的大量人潮，也给李洋带来过苦恼，“因为
靠着路边，很多骑电动车、单车的停在周
围，甚至把商亭的门口都堵了起来。”

3日上午10点，当李洋再次来到泉城路
时，这里与前一夜相比已发生惊人变化，路
两侧的非机动车停车点围栏全部拆除。“拆
了围栏后，泉城路变得宽敞了。”每天习惯来
泉城路遛弯的张永军说，以往走在路上总是
感觉拥堵，如今变宽了，心情也舒畅了。

比李洋和张永军更早来到泉城路的是
杨珂。6月3日早上6点，杨珂和同事们在街
道办集合后，便来到了泉城路。以天地坛街
为分界线，东至青龙桥，便是属于大明湖街
道办的辖区范围，该路段长800米，为了此
次非机动车规范整治，他们特意抽调了一
些网格员、安保人员等，共出动了60余人，
在泉城路两侧每隔几十米就安排几人，引
导市民将车停放在指定区域。

在劝导人员里面，45岁的保安张元俭

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由于泉城路上存在不少
僵尸车，他忙活了三个小时才把自己负责路
段的僵尸车搬走，差不多有100辆。“您好，这
里不能停车，如果想停车，可以停在附近的
地下停车场。”同样一句话，张元俭不知重复
了多少遍，几乎所有骑车人都很配合。

一些共享单车的运营人员也赶来，用
转运车把共享单车运走。“我们要把这些车
运到需求量比较大的地方去，或者运到仓
库。”美团单车运营人员说，他们已经搬运了5
车共享单车，但仍要忙活到下午。划定的17处
停车点公布以后，张元俭的工作轻松许多，人
们大都自觉到附近停车点停放非机动车。

3日下午3点—晚10点

一个惊喜：

突如其来的街头“演唱会”

3日下午3点，当杨珂、张元俭等人还值
守在各点位上时，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
局长郭象峥、公共服务处处长吴波特意来
到泉城路，从东向西转了一圈，数次斟酌后
确定了7个地点。这些地点，让泉城路连续
两夜沸腾。

下午4点半，曾经的明湖兄弟组合成员
鲁怀德得知可以到泉城路演出的消息后，
异常兴奋。“政府部门邀请我在街头唱歌，
这是对街头艺人的认可。”出生于1997年的
鲁怀德说，这样唱歌心里很踏实。

鲁怀德演出的地点在泉城路Q77门
口，他早早来到现场准备，不少粉丝帮他抬
设备，还带来了写有鲁怀德字样的荧光屏。

“这些都是铁杆粉丝，有的粉丝会参加我的
每一场演出。”演出现场，鲁怀德演唱了《后
来》等经典曲目，粉丝打开手机电筒挥舞，
俨然成了一场小型演唱会。

一个偶然机会，鲁怀德2018年7月加入

明湖兄弟组合，并逐渐喜欢上了街头演出。
“酒吧驻唱，听歌是辅助的，吃饭喝酒才是
‘主角’。”鲁怀德说，街头演出时，市民或游
客是因为歌声停下脚步，这种音乐更纯粹。

“他们有演出经验，而且水平比较高。”
在吴波看来，街头艺人是泉城文化的一部
分，邀请他们到泉城路演出，不仅能活跃文
化，也能增加人气，为泉城路夜经济发展助
力。

晚7点，吴波再次来到泉城路为当晚演
出做最后准备，连音社、风组合等20多位街
头艺人陆续来到各自的演出地点。他们把
当晚的演出看成一次“试水”，而且综合考
虑了噪音污染以及地面卫生等问题。

街头艺人演出过程中，吴波一直没闲
着，他转遍了所有点位，探访了解街头艺人
的演出情况。晚上10点多，在演出进入尾声
时，吴波才放心地离开现场。

忙碌仍在继续，4日早上6点半，经过一
夜清理，泉城路两侧的非机动车停放围栏
已被拆除，几乎没有非机动车的身影。整条
路上每隔100米就会有至少一名疏导员，已
清理的原非机动车停放区，环卫工冲刷着
每一寸地面，街旁的绿化带里，新的花卉苗
木正在栽植……

上午11点30分，济南气温达到37℃，杨
珂等人已沿着泉城路来回巡视了好几遍，早
已大汗淋漓，他们盯着道路两侧，只要看到
有停放的非机动车，就赶紧上前挪走。就连
午饭也是匆匆扒了几口，又立刻回到岗位。

4日下午5点—5日凌晨0点

热闹非凡：

泉城路迎来夜市初体验

离杨珂不远的恒隆广场上，4日中午12
点，李明接到商场管理方通知，可自愿在晚
间到泉城路旁摆摊，他立即报上了名。经过
半天筹备，下午5点20分，他将店里的几幅
油画作品和手工作品搬运下来，放置在商
家为他们设好的摊位上。当晚，泉城路迎来
第一次“夜市”体验，五六十个摊位出现在
清理后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手工艺、文创、
餐饮……为高端现代的泉城路平添了几分
烟火气。“没想到会这样热闹。”李明说，有
不少人被色彩鲜艳的油画吸引，向他询问
如何授课，“这种人气是在室内体会不到
的。”

晚9点，在街头艺人的歌声中，泉城路
依然热闹，杨珂也继续坚守在道路上。“作
为基层人员，就是在城市治理需要我们的
时候，往前靠。”杨珂说。

看着每个艺人摊位前人头攒动，吴波
对泉城路文化氛围的提升信心满满。“总体
来说，20多位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是不错的，
我们也正在研究街头艺人的管理办法，让
他们更规范地演出。”吴波说，未来济南街
头艺人将“持证”上岗，逐步从唱歌扩展到
魔术、杂技、口技、乐器等多种形式，这样可
以带动各项文艺创作的发展，也能让更多
有不同特长的人加入到街头表演队伍中，
活跃城市街头文化。

在泉城路的整治中，李洋的商亭成为
最后一个保留的临时建筑，因为疫情，房东
为他延了两个月租期，要到本月底。面对这
条金街接下来的转型，李洋充满期待的同
时也开始规划新的人生，“泉城路应该有更
好的规划和发展，我也争取在其中能有一
席之地，在济南扎下根来。”

5日凌晨0点，李明的店里，灯光第一次
亮到这么晚，这一夜，对于泉城路，五年间
每天置身其中的他仿佛多了更深一层的体
会，“摊位经济走上泉城路，让大家看到它
潜藏的无限可能，我们期待着有更细致的
规划落地，引进更多新颖的业态，让它真正
变成一条高品质的步行街。”

60个小时，只是历史一瞬间。但对泉城
路来说，静悄悄地完成了一次转变。

一切都是那么不同寻常。

小时直击
“金街”变形记

记者蹲点见证泉城路“非常”之变

一切都是那么不同寻常。6月4日晚10点10分，夜色渐深，有着济南“金街”之
称的泉城路上，涌动的人潮逐渐散去。恒隆广场前，李明收拾起桌椅，结束街边
的营业，而对于他和身边这条繁华的街道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一晚，李明
将自己画室的作品展示在街头，这也是泉城路整治后首次允许沿街摆摊。

从6月2日12点到5日凌晨0点，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连续蹲点60小时，记录
下泉城路的巨变。

街头艺人在泉城路的演出吸引来不少粉丝。

6月2日晚，非机动车停车点围栏开始拆除。 非机动车停车点拆除后，泉城路路面变宽敞。改造前，非机动车停车点占据了泉城路宝贵空间。 晚上，泉城路街头各种艺术品摊位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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