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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河发展绘出淄博新画卷

一座城市的故事和灵气，总是藏在
与之共生的河流水道中。

淄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在展望
城市未来时，提到了“拥河发展”，“全域
公园城市、‘五好’城市、多彩活力的青年
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取得更大突破，

‘张周一体、拥河发展’布局基本形成”。
依河而兴，拥河发展。孝妇河在释

放生态红利的同时，开始增加民生福
祉。沿线的31处公园，凸显丝绸文化、
齐文化、孝文化、陶琉文化、名人文化等
地域特色文化。孝妇河全域生态治理
建设将利用腹地空间较大的公园绿地，
建设露营地、驿站，将来联动周边区域
打造精品民俗村、主题酒店、特色美食
街，串联沿河旅游景点，把孝妇河打造
成活力开放的黄金旅游走廊。未来的
孝妇河将是一个能够为老百姓提供高
质量、高品质生活的城市廊道。

拥河发展能给淄博带来什么？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世界上超

过90%的城镇，都是依托江河湖海而
生，逐水而居。中国历史数千年，长江
与黄河孕育出属于华夏的“两河文
明”，被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和乌海，
被长江穿城而过的武汉、南京和重庆，
近年来都通过沿河、沿江发展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视野渐渐打开的济
南，更是随着黄河隧道的开通，加强与
郑州、西安等沿黄城市的沟通与联系，
从“大明湖时代”跨入“黄河时代”……

拥河发展的淄博，正是踏上了这一
时代的节拍，带来了城市能级提升的
契机。

对淄博而言，孝妇河连接着产业，
更连接着老百姓高品质生活的幸福指
数。淄博近年来结合新旧动能转换，优
化孝妇河沿线功能布局，带动了沿线旧
城更新、乡村振兴和产业转型，这样的
布局，对淄博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
的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淄博人民是传统的，深爱着自己的
土地，在河流中，印刻着淄博的历史。
而孝妇河承载着淄博人的眷恋，不仅仅
是生态所在，也是心灵寄托。

对淄博而言，孝妇河早已不是一条
单纯的河，而是一个超大型城市“会客
厅”。岸边随处可见的公共设施，成为
人们休闲、运动、娱乐、社交的场所，沿
线居民区临河空间开放共享，每个人都
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充分享受城
市更新带来的红利。蜿蜒在人民城市
中的母亲河就此有了可亲、可近、更可
期的表情。这条哺育淄博的母亲河，正
成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中体现共建
共治共享精神的最佳载体。

千百年来，河畔人家枕水而居，产
业因水而兴，山水人城早已紧密相连。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断污于岸，把昔
日的化工企业变为生态绿廊；我们才要
修复生态，还水鸟、鱼类一个栖息的家
园。从“臭水沟”到“清水润城”再到“人
见人爱”，孝妇河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城
市的发展、民生的改善，讲述着一段段
人水和谐的故事。故事还在继续，并随
着奔流不息的河水生生不息。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继洋 王兵 李振兴

明天今天
孝妇河生态环境之变

见证城市变迁的母亲河

有水才能造就生命，有
河流才能孕育文明，城市由
水而生、因水而兴。在淄博，
孝妇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
这里记录了城市的变迁，寄
托着城市的灵魂。

漫步于泛闪着朦胧白
光的金沙滩，或于文化墙前
感受城市底蕴，或在喷泉边
品味齐文化历史，治理后的
孝妇河湿地公园带给市民
的，是更丰富的生活体验，
而孝妇河曾经带给淄博的，
却远不止如此。

作为淄博境内的主要河
流之一，孝妇河发源于博山
区，连接淄川区、经开区、张
店区、周村区，入滨州后再
汇入桓台县，淄博境内干流
长度82.2公里，无疑是淄博
的“母亲河”。

在这连通淄博6个区县
的干流上，不仅有漫泗河、
般阳河、范阳河等支流，更
延伸出润淄河、云影河等8
条支流辐射中心城区，整体
流域面积达1441.8平方公
里，约占淄博市总面积的四
分之一，为淄博的农耕及经
济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水源，更是承担起了全市抗
洪防汛的重任。经过不断
的治理改造，如今的孝妇
河，全线达到20年一遇以上
行洪标准，其中主城区段更
是达到百年一遇行洪标准，
有效保障了主汛期河道行
洪安全，真正成为了守护淄
博安全的“护城河”。

水之利民，在于兴一方
百姓，造一方文明。改革开
放后的淄博，为了富裕一城
百姓，选择工业发展的路
径，这也不可避免地对孝妇
河的生态造成了一定伤害。
随着淄博工业文明的科技
化发展，遗留给孝妇河的污
染问题也愈发受到淄博市
委、市政府的重视。科学研
判后，淄博市委、市政府提
出阶段性治理方案。

从2015年的“八河联通、
六水共用、清水润城”，到
2018年孝妇河湿地公园如期
开园，再到2021年将孝妇
河打造上升为城市发展战
略……经过数届淄博市委、
市政府和众多建设者共同
推进，160余家企业搬离孝
妇河沿岸，76.6公里的河道

得到了整治，孝妇河生态得
到了极大改善。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
大舟也无力。河湖生态的保
持，更需要其本身具备强大
的抗风险能力。2019年8月，
台风“利奇马”登陆淄博，也
让淄博市决策者看到了孝妇
河在防洪泄洪方面的重要
性。为此，2019年，淄博市
统筹实施孝妇河干流治理
工程，总投资19.14亿元，治
理河道41.79公里，探索建立
的分级法人统筹共建管理
模式，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
水利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如今，每到汛期来临
前，淄博市决策者都要对以
孝妇河为代表的主要行洪
河道及泄洪水库进行全面
调研。安全保障之下，孝妇
河生态治理的成效也得到
了巩固与保障，这条淄博的
母亲河也开始以更“温柔”
的方式守护一城之民。

时间无情，但我们却能
改变河流、改变环境、改变
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子
孙孙生活在更好的生态环
境当中。

昨天

记忆中的农家小院已变成
了连片的摩天大楼，曾经的沙石
土路也在沥青与白线的填充勾
勒下与城市路网完全融为一体，
当在孝妇河边村子里活了50多
年的范建义以回迁者的身份重
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时，他
坦言：“被震撼到了。”

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淄博凭
借工业的高速发展迅速在众多
城市中站稳脚跟，却也不可避免
地给孝妇河带来了伤害。为了
改善这一问题，淄博市委、市政
府从实际出发，围绕构建“八河
联通、六水共用、清水润城”生态
水系，开始对孝妇河进行全流域
治理，建设孝妇河湿地公园。
2018年10月1日，孝妇河湿地公
园项目如期完工，并正式开园。

“虽然有时候仍感觉这不像
是真的，但我就生活在这里，一
切看得见又摸得着。”

如范建义所说，白天水清岸
绿、鱼翔浅底、候鸟归栖，夜晚音
乐喷泉在霓虹掩映下奔涌出各
色图案，整治后的孝妇河湿地公
园到处充斥着自然与人工勾连
相嵌的美，这样的美更是吸引了
麦田音乐节上“逐浪青年”的
追捧。

为期2天的音乐节，引得5万
观众齐聚孝妇河湿地公园，一场
音乐狂欢让孝妇河一跃成为生
态淄博的又一张名片。

在这场观念转变的背后，是
淄博市委、市政府对孝妇河生态
环境的重视。在国家生态环境
治理和淄博城市品质提升的多
重背景下，拥有历史文脉及自然
水脉优势的孝妇河，不应只满足
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应成为激
活淄博经济活力的文旅特色。

于是，2021年，淄博市将孝
妇河打造上升为城市发展战略，
组织编制了《孝妇河发展规划》，
并启动实施了孝妇河生态治理
项目，以推动淄博进入“拥河发
展”新阶段。

而对于项目的打造理念，淄
博决策者则提出，要围绕城市水
系重要节点，精心做好景观设
计、功能布局，丰富完善健身步
道、专业骑行、极限运动等运动
休闲业态，着力打造市民亲水休
闲好去处。

一座城市的更新进步，不
只建立在钢筋水泥的层层叠垒
上，而是让城市中的每个人，都
能够切实感受到美好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这一层面来讲，孝
妇河无疑是“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模范生。

治好一条河，带活一座城。
带着这样的期待，去年4月12日，
孝妇河生态治理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如今，淄博市工人文化宫
作为第一批建好的孝妇河沿线
公园，在保留原有建筑和植被的
同时，还全新打造了人工智能
主题的便民设施，并提供全龄
化功能空间及多元运动设施，不
但丰富了周边市民的生活体验，
幸福感也开始洋溢在每个参与
的市民脸上。

孝妇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的
打造造福
人民群众

贯穿南北的孝妇河，是淄博的母亲河。
近年来，淄博加速拥河发展，实施了孝妇河干流治理工程和孝妇河生态治理项目，打造

全域公园城市建设的先行示范、高品质生态走廊。
如今的孝妇河构筑起林带、水系、湿地相结合的绿色屏障，形成了旅游、文化、生态互动发

展的格局。河道水质稳步提升，鱼虾、水鸟越来越多，对环境要求苛刻的鸟类，也在这里安家
落户。沿河行走，河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几行白鹭时而飞起，时而落在河面上……

孝妇河是一条怎样的河？藏着怎样的故事和经济发展“密码”？让我们走近这条河，
了解她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生态治理后的孝妇河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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