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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名泉是珍贵的文化与自然
遗产，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职尽责，广
大市民、保泉护泉志愿者自觉呼吁
助力，共同保护泰山名泉，已成为泰
安人民的共识。

大力宣传泰山名泉，增强广大
市民的保泉护泉意识。泰山名泉具
有泉眼多、水量少的特点，过去很多
市民单纯认为泰山泉“无水”，没有
认识到名泉的价值在于它的历史和
文化，而不在于水量的多少。甚至
有人在经济开发时，往往出于一时
利益不惜将泉址、泉脉填埋，或者移
位。针对这一状况，有关部门、新闻
媒体、广大保泉护泉志愿者本着“保
泉护泉、人人有责”的责任心，大力
加强对泰山名泉和保护名泉重要意
义的宣传、研究。

2007年 10月，泰安电视台播
发的《泰山泉水的调查与思考》3集
专题片，对泰山名泉的现状和保护
开发进行深入分析。该专题片获
省委宣传部、省政协2008年宣传
人民政协好新闻二等奖。2021年
2月 23日，中新网刊登《泰山名泉
大众泉沉寂60年后疏浚复涌，以新
面貌示人》的稿件，报道了泰山景
区整修隐于山岭荒榛60余年的历

史名泉大众泉的新闻。2021年10
月13日，新华网山东频道刊登《泰
安泰山景区对53处历史名泉进行
全面整修保护》的报道，短短一周
时间，点击、转发即达百万人次。
《泰山晚报》开设“泰山名泉”专版，
刊登宣传、研究泰山名泉的稿件50
余期。近十年来，人民网、大众网、
《泰安日报》、《泰山晚报》等新闻媒
体刊登宣传泰山名泉的稿件上千
篇，并被广为转发。1993年出版的
《山东省志·泰山志》首次提出泰山
72名泉概念并将各名泉情况载入
该志书；2020年以来泰山景区管委
会组织编撰《泰山故事·名泉篇》
《泰山名泉志》等反映泰山名泉的
书籍，为持久保护泰山名泉打下了
坚实基础。

广大市民自觉监督名泉保护情
况，发现问题后，通过多种形式及时
反映。2012年 10月，在旧村改造
中，地处泰山环山路南侧刘家庄的
历史名泉青龙泉面临被掩埋、明“青
龙泉”刻石面临被盗走的危险。泰
山学院教授周郢根据市民反映，在

“博客”发来“纸条”“吁保护之”。得
知这一消息后，本人立即会同几位
志愿者到现场查看，并通过多种形

式及时向市政府分工领导和泰山区
政府有关负责人反映。虽然青龙泉
泉口、泉脉最终未能摆脱被挖填的
命运，但名泉碑刻得到了保护，开发
单位在新建小区内建起一处人造泉
点和小型青龙泉公园，成为这处历
史名泉的遗存。经过志愿者及早发
现并靠上做工作，面临被填埋的旧
岳庙香井、环山路龙口泉、泉上村苦
甜井等十余处历史名泉或遗址也得
到了保存、保护。

与此同时，很多文史研究和保
泉志愿者自觉开展名泉研究和失
踪、失迷名泉的考证、挖掘工作。吕
朋菊、周郢、阚文文等分别撰写了
《王母池的泉水》《孔尚任上泉题碣
考》《泰山泉水的饮食与文化价值》
等数十篇研究泰山名泉的论文；马
辉、周郢等文史工作者先后考证、发
现了已失踪多年的岱顶双泉，岱麓
涤尘泉、金星泉、鉴我泉（鹿鸣邨），
南麓陷湾泉、水磨泉等十几处名
泉。经过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市民的
共同努力，我市的泰山名泉保护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珍贵的历
史文化资源正在也必将在今后的经
济和文旅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余喜食芹，凡东夷马家
沟，齐鲁边境之新甫、莱芜之
土芹，尽皆采之。并歌曰：

“思彼泮水，博采吾芹。”而非
为芹，为幼时所好，娘与二大
娘、爷爷、叔叔也。

余幼，家赤贫，徒四壁，
无长物。母上山拾柴，辄锁
我舍我在屋，任自生灭。余
睡醒，饥饿干渴，临窗大哭。
窗户者，老屋也。风剥雨蚀，
茅草纰漏，土坯斑驳，几东倒
西歪，非类归有光项脊轩旧
南阁子也。屋近饭棚，薰黑
宿暗。余涕泗横流，涂黑满
脸，几类小鬼然。

每闻小子哭，同天井分
灶围柴火窝摊煎饼二大娘
者，辄促步向前，卷饼哄劝，
且以水食之，如饮小鸟。余
边哭边吃，声渐消歇。告曰：
我想吃菜菜。二大娘问：何
菜？余曰：芹菜。第次，果择
芹菜数棵，快炒，食之。余有
饼有菜，转忧为喜。后每习

之。一问一答之状，今灿若
眼前矣！

屋前有圃，圃植水芹。
屋黑芹绿，少年色彩也。芹
则为爷爷、父亲、叔叔所植。
余稍长，叔父辟芹，木牛流
马，沿街叫卖。轱辘轮转，声
闻大小王庄、十六王石、东北
西南留村诸舍。村人闻声，
争以铜钱或鸡卵易之，余系
蓝布书包于项前，收受钱
物。人小带长，几落于膝。
取之分文，以供堂学。叫卖
之状，叔侄之情，今亦灿若眼
前矣！

芹者，勤也。先辈务农
兼手艺，皆勤劳一生。父母
爷叔已仙去多年，二大娘独
在，近九十矣！余今食芹，忽
梦还乡。果还乡，二大娘白
发豁齿，尚食芹否？余亦鬓
染齿坏，尚食芹否？屋宇新
旧，芹圃不存。泰山其高，萱
草在茅。谁为作答？

老屋芹圃帖
□卢书忠

改革开放以来对泰山名泉的保护
□马辉 文/图

泰山自古被称为神山圣山，泰山
泉水被称为神水圣水，因而人们历来
对泰山泉水倍加爱护。但从清末至
新中国成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许
多泉眼、泉池、泉渠被破坏。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泰山文物古迹和
泰山名泉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因
疏于管理，加之地质、气候的变化，一
些多年流淌的名泉相继断流，一些名
泉泉眼、泉名碑再次遭到毁坏。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对包括泰山名泉在内
的泰山文物古迹、林泉胜景的保护，
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使名泉保护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制定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为保护名泉胜景，各级党
委、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和城建规
划时，逐步将泰山名泉保护同诸多
文物古迹一起列入了泰山管理、城
市建设、水利与渔业管理的重要
内容。

1949年9月，泰安全境解放后
不久，泰山区专员公署专员刘舜卿
即发布《布告》，严令保护残存的
名胜古迹、林泉胜景，特别通令：

“今后倘有人故意损毁破坏，一经
查（察）觉或被告发，定予严惩不
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为加强对泰山风景区的保护与管
理，省、市（地区行署）、泰安县政
府先后多次制定法律法规和泰山

规划。1985年 12月，泰安市政府
颁布《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试行办
法》，对泰山景区水资源保护做出
明确规定。2000年 10月，山东省
九届人大第17次会议通过《泰山
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明确提出
加强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管理。
2018年1月23日山东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
会议批准《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
护条例》，这是我市获得立法权后
制定的第一部实体性法规。该《条
例》将保护泰山名泉及泉瀑、泉潭
形成的自然景观列为重要内容，进
一步做到了泰山名泉保护有法可
依。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市先
后6次制定泰山规划，1993年国务

院批准实施的《泰山总体规划》，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泰山
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都
将泰山水系和名泉保护列入规划
内容。

1987年12月，泰山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
世界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
录。在我国报送的《申报文本》中强
调：“景区内自古命名的潭池瀑布
56处，山泉64处”，“泰山泉水硬度
低、含矿物质极少，含氧量高，古称
泰山神水”，从而将独特的泰山泉水
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
内容。这是向世界作出的郑重承
诺，也大大提高了泰山泉水的国际
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泰山管委
会和城市建设管理等部门多次对泰
山及周边地区上百处名泉进行了保
护性整治。

位于金山路西的广生泉为千年
历史名泉，1983年城市管理部门将
该泉建成小型游园，之后先后5次
进行修缮、扩建，这是我市最早建成
的名泉公园。1985年修建泰城东
岳大街时，历史名泉醴泉因地处人
行道被除去。为再现醴泉原貌，
1999年4月城建部门在天书观遗址
南重建标志性泉井，并立“醴泉”泉
名碑一通。2000年修建泰山多功
能广场天外村广场时，将天外泉等
泉进行了保护。2006年修建龙潭
公园时，整修了白龙井、双龙泉等
泉，建起了白龙井泉亭及标示牌，并
对白龙井周围众多泉眼采取保护措
施，方便了市民取水。

2007年和 2020年，泰山景区
管委会和城市管理部门按照泰安市
委要求和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先后

两次对年久失修的上百处泰山名泉
进行集中整修和环境提升。

2006年，泰安市史志办在充分
调研查证基础上，向市委、市政府提
交调研报告，提出了5条保护利用
名泉资源的意见建议。2007年2月
2日，本人又会同几位政协委员，向
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
保护和开发泰山泉水的几点建议》
的提案，并作大会发言。泰山管委
会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
市史志办调研报告上的批示和市政
协提案建议，将历史名泉保护与恢复
列为当年景区环境提升工程的重要
内容，集中对泰山主景区几十处名泉
进行了初步整修保护，并组织力量找
寻已经消失、淹没几十年甚至几百
年，而历代志书多有记载的历史名
泉，先后挖掘、恢复、整修了泰山万福
泉、仙泉、圣水井、裂天泉、碧天泉、清
泉、灵异泉、西溪长寿泉等20多处名
泉。乡镇、街道、社区、企业、个体从
业者也相继恢复、整修了金山泉、周
明堂泉、神泉、鉴我泉、泰山南麓长生

泉等十余处名泉。
2020年4月，在集全市之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本人根据自
己十几年对泰山名泉的跟踪调研结
果，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写信，
提出了保护大众泉和众多泰山名
泉，将冯玉祥石刻列为市级重点文
物予以重点保护的建议，并随信附
上大众泉脏乱现状及冯玉祥石刻掩
埋在荒草中的照片，市领导很快对
这一建议作出批示。泰山景区管委
会迅速启动泰山名泉保护提升工
程，对景区内名泉逐一现场调研，提
出了“一泉一策、分类整治、适度开
发”的保护利用方案。至2020年
底，泰山景区对主景区内53处历史
名泉统一进行了整修保护，其中景
区管委会多方筹资200余万元对大
众泉进行保护修缮，对泉池下原云
门水库进行了整修，将这块泰山山
麓难得的山涧洼地建成约5000平
方米的水面，形成了新的“云门湖”
景观。现此处已成为泰山脚下一处
新的山涧公园和游客打卡地。

对泰山名泉持续进行保护性整治

保泉护泉 人人尽责

佛桃无双帖
□卢书忠

泰岱之西，汶水之阳，
周人族居，肥子国殇。
左传厥语，陶朱贾商，
佛桃佳品，世间无双。
有贲其实，有花其裳，
齐鲁必交，天下争尝。
桃之夭夭，深浅冠芳，
桃之硕硕，卢郎俊赏。
下自成蹊，上苑繁墙，
千树犹好，万木成行。
其大如盘，置彼我筐，
其色如玉，甘美异常。
可饶春恨，可引风香，
可举瑶池，可度秋光。
何人献寿？龙凤呈祥，
何处桃园？室家邑乡。
一桃成腹，山川供养，
一舞弄影，明月满窗。

青龙泉刻石。

岱顶双泉北泉。

岱顶碧天泉。

新修大众泉池新修大众泉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