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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济南市政府
批准建设南部山区重要生
态功能保护区开始，15年
过去了，南部山区在保护
与发展的矛盾中“摸爬滚
打”。但由于管理体制不
顺，南部山区在旅游、生态
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2016 年 8 月 3 日，济
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正式成立。到底为什么要
设立南部山区管委会？未
来南山将打造成什么样的
形态？记者近日实地探访
南部山区管委会下辖的柳
埠镇、仲宫镇、西营镇等镇
办，试图揭开南部山区管
委会成立的背景，让大众
了解泉城“后花园”里的那
些事儿。

□记者 刘晓 刘振男

2012 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雾
霾席卷全国，这个和生态环境保
护息息相关的名字此后与国人
年年相伴。除了雾霾，那一年老
张印象最深的还有“拆违”。

“也没提前发通知，前面穿
制服的人带着，后面五六辆挖掘
机跟着，有的洋楼还在建，结果
上去就给推了。”老张回忆说。
2012 年 3 月，济南市历城区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违法违章建设专
项整治活动，重点是南部山区。

数据可以给我们最好的回
应，仅 2012 年 12 月 6 日到 12 月
17 日，仲宫镇、西营镇、锦绣川
水库附近等地就有 21 栋“野别
墅”在挖掘机破碎锤的锤击下轰
然倒下，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拆
违 1 . 5 万平方米。而老张家就住
锦绣川水库附近，当年 56 岁的
他也从没见过那样的阵势，“看
着真痛快”。

2016 年 9 月 18 日，记者驱
车沿 103 省道分别来到仲宫镇、
柳埠镇等地发现，有的山体上盖
起了两三层的小别墅，不过多数
并没有完工。据附近的村民讲，
都是几年前查得不紧的时候盖
起来的，周末的时候才见有人来
住；还有一些是在山与山之间凿
了个洞，这些大都没盖完，还有
绿色的防护网和铁架子在上面，
但已经没有施工人员的身影。

记者走访多方发现，这些别
墅所占土地基本为农村的集体
土地，未有任何规划和建设的手
续。济南市政府也早在 2005 年 8
月就发布通告，严禁任何村
(居)、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在
村居(包括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的集体土地或管理使用的
国有土地上进行违法建设。这也
就与历城区政府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三年的集中拆
除违建不谋而合。

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三年
里相关部门拆除违建 30 万平方
米，换算成 300 平米一栋的别
墅，已经拆除 1000 栋“野别墅”。

疯狂建别墅的后果就是，生
活污水直接排入水库，垃圾无序
堆放，甚至凿山建设，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南部山区管委会成立
后，相关负责人也表态，拆除违
建是当前头等工作。

卧虎山水库是济南市唯一
的大型水库，也是济南市供水水
源地之一，承担着南部高位地区
40 余万人的供水需求。

9 月 19 日，记者来到卧虎山
水库时，水库南岸正在进行堤坝
道路的修整，由于当天风力较
大，车一过尘土飞扬。记者驱车
沿南岸行驶，大概 1 公里左右的
水库沿岸，有不少建筑垃圾就堆
放在这。

据居住在附近的村民讲，水
库边上还有很多泡沫塑料、生活
用品、树枝等垃圾，下雨的时候
更多，很多都是从上游河道冲下
来的。就在最近的 7 月 22 日，一

次强降雨过后，河道淤积的树
枝、树叶、农作物以及村民或游
人丢弃的生活用品等杂物冲入
水库，水面漂浮垃圾约 6 万平方
米。为了保证水质安全，卧虎山
水库管理处立即安排 20 多名工
人进行清理。

而就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几
位菜农正光着脚用水库里的水
洗菜，洗菜水也直接排到了水库
里。就在水库的岸边，还有几个
蔬菜大棚，地里种着不少蔬菜。

沿 103 省道继续往南走，就
到了济南市南部山区门牙景区，
这里也是卧虎山水库的上游。
2014 年开始，门牙景区进行了力

度空前的改造，不少无序经营的
农家乐拆除，河道污水也开始治
理。但原定于 2015 年五一假期
就要接待游客的门牙景区，因为
河道污水治理的缘故，竣工期一
拖再拖，直到今年五一假期前才
试运营。

如今的门牙景区建立了环
卫系统，集中处理固体垃圾；新
建污水处理厂，实现了直饮水管
网覆盖，避免生活污水直排污染
水体；完善区域路网，拆除吊桥，
新建改建 10 座交通桥；新建 10
处生态停车场；新建沿河游步
道、登山步道及道路景观灯。

但是，在不少山区的道路
边，也有很多自驾游游客留下的
塑料袋、水瓶等垃圾，与优美的
景色相比，相当碍眼。

在门牙景区，记者还看到，
仍有不少新建的农家乐准备出
租，入驻的农家乐相对较少。

“就是周末和节假日人多一
点，这些新楼也都刚盖起来，还
没投入使用，人还不是很多，要
都开起来就行了。”在门牙景区
卖了十几年烤玉米的徐女士说。
门牙景区改造后，虽然增加了一
些水上漂流等项目，但在特色旅
游等方面仍然存在瓶颈。“游客
来到后，也就是玩玩水，吃吃饭，
就走了，留不住人。”徐女士说。

9 月 19 日下午，记者又来到
济南海拔最高的行政村——— 拔
槊泉村。这里因为村头的拔槊泉
而得名，也许是地理位置的缘

故，让这里多了一些关注度，不
少乡村游项目纷纷投资。

从 2006 年开始，不断有济
南市民到村里游玩，有村民开始
发展农家乐饭庄。2013 年，村里
研究决定要发展农家乐村，由政
府补助资金建设农家乐。同时，
还打造精品乡村旅游示范项目。

由于海拔高，拔槊泉村以种
植小米、山楂、苹果等为主。几年
前，包村的“第一书记”为全村修
缮了道路，泥泞的羊肠小道变成
了可以走车的水泥路。“多亏修
了路，才能进得来，出得去，家里
的苹果、山楂、小米才能运出
去。”村民周福来说。

拔槊泉村有 70 余户，220 余

人口，像很多山村一样，年轻人
多数外出务工。就在这个小村
里，已经开了十余家农家乐。为
了能留住游客，政府部门利用废
弃的宅基地、破旧无人的村居在
拔槊泉村开建“民宿村”，但受建
设工期的影响，目前仍为在建阶
段，“拔槊泉模式”仍需时日。

拔槊泉村就是南部山区旅
游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吃完就
走”一直是南部山区旅游业多年
来的难题。

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
授王晨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南部山区的旅游开发中，统一谋
划和规则非常重要，南部山区管
委会的成立，去掉了发展 GDP
的包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对产品特色、空间布局进行统
一的谋划。

【违章建筑】
“野别墅”多已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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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山区 15 年保护与发展并存，管理体制难顺

四大发展难题待解

2 0 0 1 年，
济南市政
府批准建
设南部山
区重要生
态功能保
护区

2 0 0 2
年，山东省
把 济 南 南
部 山 区 列
入 省 级 生
态 功 能 保
护区

2 0 0 3 年 6
月 26 日，山
东 省 委 常
委 扩 大 会
议通过“南
控”战略 2006 年 10

月，济南市
设 立 南 部
山 区 管 理
办公室，为
济 南 市 发
改 委 内 设
副 局 级 行
政机构

2015 年，济
南市“十三
五”规划提
出，组建南
部山区专门
管理机构

2 0 1 0 年 3
月 1 9 日 ，

《济南市南
部 山 区 保
护 与 发 展
规划》经济
南 市 政 府
正 式 批 复
实施

2 0 1 6 年 7
月 ，济 南
市 正 式 批
复 设 立 南
部 山 区 管
理委员会2016 年 8 月

3 日 ，中 共
济南市委济
南市南部山
区工作委员
会 、济 南 市
南部山区管
理委员会正
式挂牌成立

南部山区
发展大事记

2011 年初，
市 人 代 会
确 定 将 保
护 发 展 南
部 山 区 作
为议案，提
出 立 足 城
市 和 南 部
山 区 农 村

“双赢”

“路有了，但致富路还没找
到。”这是不少南部山区山村的
现状。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南
部山区盛产核桃、栗子、山楂、苹
果等经济作物，然而不少村子的
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根据 2015 年山东省定贫困
村名单，济南市共有 420 个贫困
村，其中历城区共有 134 个，大
都集中在南部山区。而南部山区
管委会所辖地区内就有 106 个
贫困村(柳埠镇 53 个、西营镇 32
个、仲宫镇 21)，约占历城区贫困
村总数的 80%。

从柳埠镇政府到水帘峡风
景区，只有一条上山的水泥路。

沿线有桃科村、簸箕掌村等 10
余个村庄，这里盛产栗子。“老辈
子里就是种这些东西，现在路好
了，有来收栗子的，但是收入没
怎么见涨。”今年 45 岁的王女士
说。她家位于桃科村，家里的一
亩责任田被用来种果树，一半种
核桃，另一半种栗子。年产量基
本在 1000 斤左右，年收入也不
过万元。

为了多赚钱，丈夫每天要很
早到济南市区打工，只有王女士
和年迈的老母亲在家打理果树。

“有个品牌，有个支撑就好了，自
己卖不上价格去。”王女士说。

在整个南部山区采访的过

程中，南瓜、小米、山鸡、山鸡蛋、
山楂、栗子等产品数不胜数，然
而受交通条件所限，大多都只能
在路边摆摊，前来游玩的游客稀
稀拉拉地买点。

南部山区的柏树崖村，虽然
景色优美，但身在大山深处也给
村子的发展带来了麻烦，人均年
收入只有 4000 多元。为了挣钱，
村民们早上 5 点坐公交车去济
南打工，晚上 7 点多才能回家。

怎么才能致富？村主任李友
泉也在想办法。“我们现在鼓励
村民搞乡村旅游，腾出几间房，
高标准装修一下，让到南部山区
玩的游客能在这住一晚”，李友
泉说，“能留住一家人吃住一天，
临走再带点农产品，收入就能顶
上种一棵花椒树全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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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菜菜农农在在卧卧虎虎山山水水库库边边洗洗菜菜。。 记记者者 李李威威言言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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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山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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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
缺少统一规划，“吃完就走”待解

【精准扶贫】
要想富先修路，路通了却难富

【生态保护】
水库里洗菜，建筑垃圾包围

聚焦 南山管委会

之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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