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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青岛市及西海岸新区实施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
开局之年，作为新区城市更新主力军，
青岛西海岸旅游投资集团以“作风能
力提升年”活动为契机，以温山、吉山、
花科子山三座城市山头公园整治为抓
手，大力倡树实干作风，雷厉风行抢进
度，充分释放城市绿色资源价值，为建
设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地域文化特
色鲜明、安全开放、全民共享的公园城
市贡献力量，助力青岛建设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温山、吉山，是凤凰岛国际旅游度
假区南岛片区不可多得的滨海山头公

园资源。这里不仅可远眺竹岔岛、灵山
岛、连三岛等海上美景，也可欣赏唐岛
湾和新区城市风光。在施工过程中，旅
投集团秉承“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建
设理念，结合山体周边多元素自然景
观，融入蓝湾绿道，充分利用现状消防
通道及土路完善游览路线，联通各个景
观节点，形成“观海听涛”“旭日飞霞”

“生态保育”三个景观功能分区；结合平
坦场地及山顶制高点，打造“晨曦台”

“松涛台”“松风台”等观景平台，兼顾满
足市民休闲娱乐和森林防火等功能，力
求打造集旅游度假、森林康体、艺术品
位、生态典范于一体的山头公园。
　　目前，面积约23000平方米的项目

绿化及树木栽植工作已全部完成，修
复、平整路面约5800米，木平台、木栈道
等设施建设工作已完成90%，公园内各
观景平台建设工作也在加速推进，项目
计划6月底基本完工，7月底全部完工并
具备开放条件。届时，市民和游客可在
此体验“丹霞晨晖耀明珠、碧林瀚海拥
蓝湾”的滨海生活，助力凤凰岛国际旅
游度假区旅游生态提质升级。
　　由旅投集团建设的另一处山头公
园——— 花科子山公园也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当中。目前项目已完成黑松、乔
木等各类树木移栽1200余棵，停车场
及游乐场等区域铺设草皮9000余平方
米，公厕、停车场、人行步道等基础设

施均已完成施工建设，平整、铺设各类
防火通道共计1000余米，瞭望塔、木栈
道等设施也在加快施工进度，花科子
山项目同样计划于6月底基本完工，7
月底全部完工并具备开放条件。
　　城市山头公园建设是提升城市更
新的重要举措，对打造宜居城市环境、
满足市民生活休闲需求、提高市民幸
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旅投集团将紧
紧围绕“出精品、出特色、出亮点”和

“生态化、开放式、惠民性”的总体要
求，为新区居民打造乐享生活的“后花
园”，不断提升市民的绿色获得感和幸
福感。
            （张香晴）

吉山生态公园效果图。花科子山公园新增的游乐设施。

打造城市“后花园”，提升绿色获得感
旅投集团加快推进温山、吉山、花科子山三座城市山头公园建设，预计7月底完工并具备开放条件

　　世人多知秦始皇曾三巡琅琊台，
但少知早在秦始皇之前，大名鼎鼎的
越王勾践就曾把越国的都城从会稽
迁到了琅琊。
　　对，就是那个春秋时期“卧薪尝
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勾践。勾践本
姓芈，传说是禹的后代，自殷商时被
封于越地，住会稽(今浙江绍兴)，为禹
守祀。到了他爷爷夫谭时，被周敬王
封为越侯。到了他父亲允常时，拓地
变大，被封为越王。
　　楚吴越三国均沿长江而居，楚国
在中游，越、吴分居下游，一个在南，
一个在北，互为邻居，但均呈犬牙交
错之势。加之处于群雄逐鹿的春秋
时期，三国之间恩怨纠缠不清，长期
处于战火纷争之中。
　　时间到了公元前505年，勾践的
父王允常去世，勾践继位。吴王阖闾
听闻，便开始不断对越用兵。九年后
的公元前496年，吴越两国的一场大
战在今浙江嘉兴一带展开。最后，越
兵在今江苏吴县古称姑苏的地方把
吴兵打了个大败。
　　原本是吴国老侯王欺负越国幼
主，结果吴王阖闾本人被射伤，很快
去世。其长子夫差继位。
　　因这杀父之仇，这两位年轻气盛
的国君从此便杠上了。
　　据《左氏春秋》记载，阖闾临终前

把夫差叫到跟前说：“尔忘勾践杀汝
父乎？”夫差云：“不敢忘，三年乃报
越。”
　　就这样，夫差“日夜勤兵；且以报
越”，即明确以“报越国杀父之仇”为
目的，日夜进行军事演练。
　　两年之后的公元前494年，勾践把
范蠡叫到跟前，说：“卧榻之侧岂容他
人鼾睡？趁吴国未行动我们先动手
吧！”
　　范蠡极力进谏表示反对，但年轻
气盛的越王哪里听得进去。
　　战争的结果是，吴军大败勾践于
夫椒，并把他围困于会稽山上。勾践
派文种贿赂吴国太宰伯嚭，夫差才赦
免勾践回国。
　　战败后的越国努力自省，越王勾
践任用文种与范蠡富国强兵，范蠡用
纵横之术煽动吴国、晋国、齐国争霸
中原，转移目标，令吴国无暇顾及越
国。勾践本人身自耕作，夫人自织，
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
遇宾客，与百姓同其劳；置胆于坐，坐
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且常自言
自语曰“汝忘会稽之耻邪？”
　　12年后，即公元前482年，勾践趁
夫差北上与齐鲁争霸会盟之际，发动
伐吴之战，俘虏吴国太子。此时的吴
王与晋国晋定公争夺中原霸主之位
失败，被迫归国，可惜吴国国都已经

沦陷。吴军长途劳累，国力空虚，只
能派使者携重礼与越国求和。
  四年后，越国再次攻打吴国，大
败吴军于笠泽，吴国自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473年，越国围困吴国都城，夫
差自尽殉国，吴国灭亡。
　　12年卧薪尝胆，10年高烈度战
争，终于成就王业。这就是古代的励
志典范勾践。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将都城
迁到齐国的东部重镇琅琊。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记
载：“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从琅琊
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
　　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也对勾践
迁都有记载：“琅玡，山名也。越王勾
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
徙都琅玡。”
　　迁都是一项耗费人力物力财力
的大型工程。据《吴越春秋》记载，勾
践迁都时选择了海路，他动用8000多
名越国水师，以楼船运载货物和人
员。仅仅是护航的“戈船”就达300多
艘。成百上千的船只浩浩荡荡，行驶
在从杭州湾到琅琊湾的广阔海面上，
场面何其壮观！
　　据《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
载，自勾践开始，先后八代越王在琅
琊定都，历经224年。这八代人的名
字分别是：勾践、兴夷、子翁、不扬、无

强、玉、尊、亲。《越绝书外传·记地传》
对此也有明确记载：“亲以上至勾践，
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称
王。”
　　消灭吴国后的勾践为了更好成
就霸业，北渡淮河，在徐州与齐、晋会
盟，被周元王加封为伯爵。南面将淮
河流域大片土地送给楚国，西面把吴
国侵吞宋国之地还给宋国，北面把泗
水以东方圆百里之地给了鲁国。此
时的越兵，横行于中国东部整个沿海
与江淮之间，东部各路诸侯没有不来
朝贺的，勾践也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
位霸主。
　　琅琊，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勾践
迁都，主要是为了靠近当时的政治、
文化中心，尊辅周室，号令齐鲁秦晋，
用郦道元的说法，就是“为了称霸中
原”。
  放在全国看琅琊，南可通吴越，
西可控齐鲁，北可达幽燕，东可涉海
济日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南
北辐射、东西互济、陆海统筹”。
　　因此，琅琊作为大都市的历史，
并非从秦始皇开始，而是始于春秋时
期。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到琅琊，是公
元前219年；而勾践迁都，是公元前472
年，时间早了253年。春秋时期，古琅
琊就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经济中心之一。

勾践迁都与战略要地琅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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