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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天下第一泉 连续喷涌十九年
为保泉护泉济南出台多项措施，目前正全力推进“泉·城文化景观”申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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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宗兆洋

为促进汽车消费、释放消费需
求，济南市第三期政府汽车消费券
将于9月9日10时开始，分为五轮次
发放。其中最高面值消费劵6000元。

记者从济南市商务局了解
到，每轮消费券先到先得，领完即
止，消费券自发放日起有效期为5
天，如领取后未在有效期内到店
核销，则票券失效，名额退回，活
动时间内不可再次领取。

本次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时
间内在参与企业购置新能源乘用
车或燃油乘用车（二手车除外）并
上牌的个人消费者，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领券的云闪付用户在2023年
1月10日24时前在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车辆管理所（不限地域）车辆
初次登记上牌，这里的新能源乘用
车包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含增程式）、燃料电池汽车
三类。（机动车行驶证副页有“新能
源”标注，挂绿色车牌。）

符合同一设备、同一注册手
机号、同一银行卡预留手机号、同
一银行实体卡号、同一身份证号
或者同一APP账号等任一条件
的，均视为同一用户。用户需使用
本人的电子设备、APP账号、银行
卡等亲自参加。

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劵新能
源乘用车（二手车除外）消费券面
值分为3000元（车辆价格10万元以
下使用）、4000元[车辆价格10万元

（含）至20万元]、6000元[车辆价格

20万元（含）以上使用]，燃油乘用
车（二手车除外）消费券面值分为
2000元（车辆价格10万元以下使
用）、3000元[车辆价格10万元（含）
至20万元]、5000元[车辆价格20万
元（含）以上使用]，车辆价格以购
车发票金额为准。

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截至
2022年10月7日10时，消费者取得购
车发票、行驶证后，登录“云闪付
APP”首页—“本地专区”—“济南
市汽车消费券”—“资料上传”，按

照上传模板上传相应资料。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日期须在活动时间

（2022年8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之内，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日期、
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须在2022
年8月1日至2023年1月10日之内。

文/片 记者 程凌润

“水涌若轮”等胜景齐现
“千泉竞涌”带火泉水游

入汛首场降雨以来，趵突泉
地下水位不断攀升，“趵突腾空”

“水涌若轮”“月牙飞瀑”“黑虎啸
月”等名泉胜景齐现，济南市迎来
最佳赏泉季。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官网显
示，9月5日7时，趵突泉地下水位
为29 . 86米，黑虎泉地下水位为
30 . 12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当日
趵突泉地下水位高出0 . 89米，当
日黑虎泉地下水位高出1 . 08米。

趵突泉和黑虎泉地下水位数
据显示，9月5日趵突泉地下水位是
2002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位，当
日黑虎泉地下水位是2005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高水位。

总体而言，趵突泉和黑虎泉
均处于“高水位”。截至9月5日，黑
虎泉地下水位已经持续23天突破
30米“大关”（含30米）；趵突泉地
下水位距离30米“大关”仅差14厘
米。

那么，30米“大关”意味着什
么呢？2021年10月7日7时，趵突泉
地下水位跃升至30 . 04米，这是
时隔11年趵突泉地下水位再次突
破30米“大关”，并且打破了济南
市56年以来最高地下水位。

自6月22日济南市迎来入汛
首场降雨以来，趵突泉地下水位
累计最大涨幅为1 . 66米，黑虎泉
地下水位累计最大涨幅为1 . 95
米。

截至9月5日，“趵突腾空”胜
景已经持续61天，“月牙飞瀑”胜
景已经持续了52天。其中，“月牙
飞瀑”胜景的出现标志着济南72
名泉全部复涌，全市1209处泉水
呈现出“千泉竞涌”的胜景。

据了解，2021年和2022年趵
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处于“高水位”
与汛期的降雨有很大的关系。济
南市雨水情信息系统显示，截至9
月5日，今年以来累计降水量济南
市平均为708 . 2毫米，比常年同
期563 . 3毫米多25 . 7%。

欢腾的泉水吸引了八方游
客，也带火了泉水旅游。据济南文
旅集团公布的数据，暑假期间，济
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济南野生
动物世界、跑马岭森林部落等旗
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62万人次。
其中，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等
以泉为主的景区景点成为来济游
客的首选打卡地。

持续喷涌时间“破纪录”
保泉护泉打出“组合拳”

“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
退缩，只有自然有这样的力量！”
在作家老舍的笔下，趵突泉的三
股泉水如同有了生命一般，“看那
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

老那么翻滚。”
其实，老舍笔下“永不疲乏”

喷涌的趵突泉曾出现过停喷。相
关资料显示，1976年3月30日，趵
突泉地下水位首次跌破26 . 98米
的临界点，出现停喷。此后，趵突
泉喷喷停停。1999年3月至2001年
9月，还曾创下停喷长达926天的
纪录。自2003年9月6日趵突泉再
次复涌以来，至今已经持续喷涌
19周年。

趵突泉19年持续不断流的背
后，既靠每年汛期老天帮忙，更要
靠“保泉”“护泉”等措施。“我们坚
持科学保泉，建成地下水监测体
系平台，制定《保泉应急预案》精
准保泉，编制完成《济南市城区水
资源精准配置实施方案》实现水
资源精准调配。”济南市城乡水务
局相关工作人员称，为了保持泉
水喷涌，济南市还开展了自备井
封停攻坚行动。

“今年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1100人次，查处未经批准擅自取
水及超许可取水违法取水行为32
起。”济南市水政监察支队相关工
作人员说，今年以来，济南市水政
监察支队按照“先供水、后封井”
原则，积极推进2022年计划封停
的82家自备井用户接入公共供水
前置工作，年底前按计划封停104
眼自备井。

据统计，2019年以来，封停自
备井315眼，每年减少地下水开采
1200万立方米，“十四五”末实现
建成区范围内自备井“应封尽
封”，有力保护了地下水资源。

同时，济南市坚持生态保泉，
加强泉水渗漏带管理，逐步对重
点渗漏带实施生态治理，并统筹
当地水、客水、非常规水资源，实
施生态补源。

2000年以来,济南市开始实
施“引黄保泉”供水重点工程,建
成了鹊山水库和玉清湖水库,每
天引水能力达到80万立方米,改

变了一直主要依靠地下水供水的
历史。

从2002年开始,济南市启动
生态补源工程。为了提供充足的
补源水源，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建
成了历阳湖应急补水工程，使得

“五库连通”与历阳湖成功“牵
手”，从此长江水、黄河水、水库水
都可以入内进行补源。

在保证泉水持续喷涌的前提
下，济南市还启动了市民泉水直
饮工程，目前已建成市民泉水直
饮工程36处。到2025年年底，济南
市泉水直饮工程覆盖100万泉城
市民，彰显了泉城独特的水文化
魅力。

推进“泉·城”“申遗”
提升名泉景观

济南泉水申报世界遗产，是济
南广大市民多年的夙愿。自2006年
以来，济南市就开始了泉水申遗工

作，并坚持泉水保护和泉水申遗两
手抓。如今，济南市申遗之路已经
走了16年，原来的济南泉水申遗也
变成了泉·城申遗。

根据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官网
公布的“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
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2021年，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已完
成泉域边界及水力联系研究报
告，并通过专家评审验收；南山管
委会10处名泉已完成工程验收，
平阴县5处名泉景观提升完成建
设招标程序。

在推进“济南泉·城文化景
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济南市17处遗产要素点修复整治
设计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同时，
济南市推进明府城保护修复和品
质提升，按照申遗标准编制的遗
产展示系统设计方案已通过专家
评审。

据了解，如今的泉·城申遗工
作已经由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负
责。目前，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已
经多次与济南市编办、水务、财政
等部门对接，研究申遗机构、编
制、专项资金等问题。

从2020年开始，济南市城乡
水务局还系统梳理历朝历代七十
二名泉的基础资料和现状情况，
以七十二名泉为中心，以“十大泉
群”为依托，坚持“整体推进、突出
重点、连点成片、打造精品”的原
则，开展泉水景观打造工作。

同时，济南市结合名泉周边
的名胜和景区，打造多条泉水游
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提升“泉城济
南”品牌形象，把泉水品牌由城市
的软实力转变为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硬实力。

“2021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南
部山区示范区10处名泉的景观提
升工程；2022年他们又启动了历
下区、历城区、章丘区、平阴县等
区县的名泉景观提升工程。”济南
市城乡水务局工作人员称，这两
年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已投入专项
资金900万元用于全市名泉景观
提升工作。今年年初“出炉”的《济
南市“十四五”水务发展规划》对
泉水保护和“泉·城文化景观”申
遗工作等工作进行“部署”。

“十四五”期间，济南市将推
进泉水遗产要素点保护修复工程
等硬件建设和编撰《泉城文库》等
软件建设，争取在“十四五”末，基
本完成泉水申遗基础要件建设工
作。同时，济南市将继续推进泉水
遗产要素点本体保护和修复工程，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力求恢复济南
市申遗核心区历史风貌，实现还泉
于民、还水于民、还景于民，建设人
泉相生相亲的生态共同体，展现
出千泉之城的壮美景象。

此外，济南市还将规划建设
泉水博物馆，并将开展遗产监测
系统、展示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
设工作，健全遗产监测预警和巡
查监管制度，对泉水遗产要素开
展全面监测。

济南市第三期政府汽车消费券即将发放
9月9日10时起分五轮发放，最高面值消费券6000元

9月6日，“天下第一泉”趵突泉自2003年复涌以来已经连续喷涌了19年，6940个日夜，创造了自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趵突泉持续喷涌时间的新纪录。

泉水是济南的根和魂，也是济南的命和脉。如今，迈入千泉之城的济南迎来一场泉水盛宴，游
泉、亲泉、饮泉、品泉则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趵突泉再现“趵突腾空”胜景，吸引了大批游客。

三轴四源连多点 五横十纵纳百川
记者 程凌润

根据《济南市现代水网建
设规划(2021—2035年)》，济南
市将构建“三轴四源连多点、五
横十纵纳百川”的市级水网总
体格局。

“三轴”是指以黄河、南水
北调东线胶东输水工程(一期、
规划二期)为轴的黄河水、长江
水输水大动脉；“四源”是指当
地地表水、地下水、黄河水、长
江水。

“多点”是指太平、鹊山、玉

清湖、卧虎山、东湖、雪野等分散
布局的大中型水库，依托南水北
调一期和配套工程、五库连通、
两库连通、东部水源四库连通、
东联供水工程及规划南水北调
二期及配套工程、东湖水库至雪
野水库连通工程等重要连通调
水工程,织密现代水网之“目”。

“五横”是指黄河、大汶河、
小清河、徒骇河、德惠新河等５
条东西走向骨干河道。其中，大
汶河、小清河、徒骇河、德惠新
河是省级“七纵九横”中的四条
横向骨干河道。

“十纵”是指嬴汶河、锦水
河、南大沙河、北大沙河、玉符
河、兴济河、巨野河、绣江河、大
寺河、商中河等10条南北走向骨
干河道;“百川”是指汇入骨干河
道的一百余条重点中小河流。

该规划指出，到2035年，济
南市将基本建成系统完备、安
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
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济南现
代水网，力争打造水源互联互
通、排水通畅达标、河湖水清岸
绿、泉水持续喷涌的济南特色
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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