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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济南南南西西西进进进筑筑筑梦梦梦 槐槐槐荫荫荫各各各项项项事事事业业业提提提质质质惠惠惠民民民生生生
回回首首与与槐槐荫荫大大发发展展相相伴伴的的2200年年，，这这些些槐槐荫荫人人倍倍感感幸幸福福

别说倒退20年了，就是倒退

回七八年前，任晓霞都没想到自

己的家彭庄以及后来嫁到的邻村

于庄，会因为一个火车站和济南

西进“一城三区”的大建设，而

得到彻底改变。

去过槐荫区西客站片区的人

都会感慨，和20年前相比，这里真

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别

说在这里世代居住的人的感受

了。“过去我们住的就是老村房，

村里道路坑洼不平，出个远门特

别麻烦，冬天到了各家各户烧炉

子取暖，顶多能烧到19℃，家里还

是冷得不得了。”任晓霞说。

自从西客站片区进行大开发

大建设，任晓霞的娘家彭庄和婆

家于庄都拆迁了，后来他们搬到

了回迁安置房兴福佳苑和礼乐佳

苑。曾经的农村面貌几乎已看不

到，村民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大

幅改善，真正把人们的“住”落到

了实处。

槐荫区西客站片区城市面貌

的改变，让曾世代住在这里农村

的任晓霞们，感受到了城市发展

带来的福利。特别是“十二五”期

间，“一城三区”建设全面展开，完

成征收拆迁1040万平方米，释放

了2万亩发展空间，建成回迁安置

房面积210万平方米，3万户居民

顺利回迁。

“说到这居住环境的变化，感

受最深的就是取暖和交通。”任晓

霞说，如今住上高层住宅，加入集

中供暖，冬天家里通常能达到

20℃以上，特别暖和舒服。此外，

随着西客站片区的框架搭建完

善，破烂坑洼的道路被宽阔平坦

的公路取代，十多条公交线路串

联起来，让当地居民出门再也不

用发愁。

任晓霞说，过去他们彭庄的

村民都是靠收卖废铁养家糊口，

于庄的家庭主妇腌点咸菜出来贩

卖，如今这些生计也随着片区的

发展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片

区各种大项目落地带来的新的就

业机会。“年轻人或外出打工或在

落地家门口的大项目就近就业，

收入也比过去提高和稳定了。”

任晓霞说，前两天她和她对

象及孩子在小区散步时，还感叹：

“以前电视上看到的欧洲住宅区

才是这样，没想到咱也住上了这

花园般的小区，简直像做梦一

样。”不仅如此，过去一个村里的

村民，住村东的可能不认识住村

西的，更别提临近村的了。可如今

一个村甚至几个村的人，成了楼

上楼下的邻居，一同在小区里遛

弯，不仅没有因为住进楼房而彼

此感到陌生，反而更加熟络亲密

起来，村民变居民，幸福洋溢的

笑脸是20年城变相伴最好的见

证。

伴随着槐荫区20年来城市面

貌的大提升，民生领域各个方面

都在显著提质，特别是曾经的短

板教育，更是飞速发展，目前全

区省市级规范化学校达30所，西

部教育水平跨越提升，让“孔雀

不再东南飞”。

大金小学的校长陈猛就是这

种变化的见证者。陈猛说，他

1992年参加工作，那时候的大金

小学就是一个典型的村办小学，

校舍破旧，根本没什么硬件可

言。“那时候区里教育投入也不

足，都要靠学校去社会化缘。”

后来也是乘着“西部大开

发”的东风，大金小学和许多济

南西部城区的小学一样，经历过

迁校、新建，学校的硬件得到极

大提升。“现在我们学校无论从

占地面积、建筑面积还是各方面

指标，都超出省定标准，获评省

规范化学校。”而且，学校各类

教学设施完备齐全，学生人数从

过去的不到500人，变成现在的

1300多人。陈猛说，槐荫区教育

投入的加大，让学校在升级完善

的同时，也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学

管理和学生培养上，学校通过一

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办学质量

逐年提高，社会声誉也不断提

升。

如果说硬件提升是基础，软

实力的提升才更彰显槐荫区教育

的飞速提质。同样在槐荫区执教

24年的经七路第一小学党支部书

记、高级教师张馨对槐荫区教师

队伍成长、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

等软实力方面的转变发展感受颇

深。“过去我们区教师成长的途

径很单一，除了老带新没啥好途

径，现在不一样了，槐荫区教师

梯队成长模式形成了，老师的自

我发展意识很强，加上聘高端优

秀教师任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

以及开展走出去战略，到教育发

达地区学习等，教师队伍的素质

和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张馨说。

如此一来，教师的角色也发

生了改变，从过去高高在上的教

育者，变成现在学生学习的促进

者、引导者和参与者。进而也带

来了槐荫区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

的转变。“不再只是单纯教，而

是更关注孩子应该怎么学，有的

老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重组甚至

自编教材，为老师和学生的互助

提升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学生也

逐渐成为课堂的主体。”

20年来，随着西区的开发和

经济的发展，槐荫区也不断加大

教育投入，使得这个曾经的教育

薄弱区，变成了如今的教育发展

强区。目前，槐荫区60所中小学

一半以上成为了省市规范化学

校，接下来在“十三五”期间，

还将通过教育综合改革，以及

“纵向学区一体化，横向校际联

盟化”，来整合资源，共同推进

槐荫区的教育实现更大的跨越发

展。

城市面貌革新，百姓安居乐

业，特别是乘着十艺节的东风，省

会文化大剧院、“三馆”的落成和投

入使用，槐荫区在文化领域的日新

月异的改变，让该区逐渐成为省城

文化的新高地。与此同时，基层群

众文化生活也越来越热闹红火，

“曲高和不寡”，百姓得实惠的文化

氛围，让生活在槐荫区的市民倍感

愉悦。

振兴社区的姚陈同老人在这

点上感受最强烈。济南市杂技团退

休的他，就爱玩点乐器，在社区里

自发组建了个小乐队。可那时候，

振兴街三角地还是一片矮趴趴的

老平房，这个只有一把二胡的小

乐队想找个地方排练都很难。

经过片区的两次大拆迁，

2011年振兴花园回迁，居民不仅

搬进了敞亮的楼房，还拥有了功

能齐全的社区文化中心。姚陈同

的小乐队现在已经成长为有30多
名成员，涵盖十余种乐器的大乐

队，每周都要在这个文化中心排

练。振兴街社区后来又成立了舞

蹈队、秧歌队等，大伙平时各自

娱乐训练，到了七一、十一、元

旦这样的节日，就凑在一起自编

自导自演联欢会。而这些小乐

队、舞蹈队也逐渐在一些大舞台

上崭露头角，居民在愉悦身心的

同时，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据了解，目前槐荫区已建成

了16个规范化街道综合文化站、

57个规范化社区文化中心、86个
规范化农村文化大院，12个市级

规范化公共电子阅览室，并全部

通过市局验收，达到合格标准，

形成了布局合理、设施先进、功

能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发展

需要十足的内驱力驱动，更需要

文化惠民活动的助力。”槐荫区文

化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后槐荫区也

会通过搭建舞台、创新求变、塑造

品牌，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

动的热情，让居民畅享文化槐荫之

美。

甭管济南西部变化多么大，

提到槐荫区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恐怕还要算西市场片区。西市场、

华联始终延续着老槐荫的商脉，同

时也承接着新槐荫的商兴。多年来

一直坚持走亲民路线十分接地气

的西市场商圈，始终是槐荫区商业

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在西市场附近生活了一辈子

的常子平和刘喜云这对老姊妹，对

此感触再深刻不过了。

“打我记事起，就有西市场，那

时候这里还有说书卖艺的，挨着老

济南商埠区，可以说是当时济南最

繁华的地方之一了。”69岁的常子

平说。

这个以小商品批发为主营的

西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许

许多多济南做小买卖的商户的家，

即便在实体商业受到电商严重冲

击的今天，西市场这里甭管是平时

工作日还是周末，都是比肩接踵的

热闹景象。“卖的东西便宜，批发者

众多，也说不上有多少人的生计是

和这个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20年来，西市场片区在寸土

寸金的辖区里，因着西市场、华联

商厦的双源共振，又聚合起嘉华购

物广场、路港绿洋商城、路港和平

商城等商场，随着近几年北大槐树

片区的开发，保利中心金街也渐成

规模。西市场商圈不仅没有因为时

代的发展而黯淡，反而始终保持着

槐荫区商业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

支柱，并领衔着槐荫新商圈的布

局。

而随着槐荫区的快速发展，合

理布局重点区域商业和生活配套，

也是全区的发展重点之一。槐荫区

将继续推动华联嘉华、和谐广场、

海宁皮革城等商贸服务业提升发

展，并将抓好宜家、麦德龙、迪卡侬

等项目建设，让槐荫区成为时尚消

费的新高地。

一家人从村东村西变楼上楼下

做梦没想到能住上花园般的小区

村办小学成了省级规范化学校
槐荫教育大发展让“孔雀不再东南飞”

小乐队不光自娱还走上大舞台

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好才是真的好

西市场二十年求新求变
始终是市民心中的购物好去处

20年前，过了段店就像出了城，20

年后，西客站片区崛起现代化新城，槐

荫区的城变展现在济西人的幸福笑颜

中；20年前的村办小学如今已经成为

省级规范化学校，槐荫区教育不再“孔

雀东南飞”；曾经蜗居在小趴趴屋拉二

胡自娱自乐，现在不仅街道有了宽敞

的文体活动中心，还能在高大上的“三

馆”里展才艺，文化槐荫大发展带给槐

荫居民满满的成就感；熙熙攘攘的西

市场20年来始终不变的是接地气的繁

荣，变与不变中更能让人窥见槐荫区

的商业兴达……在新年来临之际，让

我们通过这些普通槐荫人的追忆，感

受陪伴槐荫20年发展所体悟到的变化

与感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记者 王僖 实习生 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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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文文化化地地标标————省省会会文文化化艺艺术术中中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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