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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山见证
冯宝新

一年一度秋风飒，不是春光胜似
春光。金秋九月的福莱山依然满目葱
茏，生机盎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绿水
青山、魅力无穷的市民文化公园。站
在福莱山顶俯视四周，经过四十年的
发展蝶变，在黄渤海的怀抱里已然矗
立起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城——烟台经
济技术开发区。

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诞生和嬗

变要从一座山说起。那就是福莱山，
因为它是开发区文化的载体，更是开
发区辉煌历史的见证。

福莱山名为山，实则不过是一个
丘陵，千百年来坐卧方圆十几平方公
里的荒滩。山不在高，有“史”则名。
据开发区建设环保志记载，福莱山位
于开发区金沙江路西、秦淮河路东
北、长江路南，面积约1平方公里，海
拔74米。该山地理位置重要，踞海
防重地，史称浮栏山，谐音福莱山。
明代，为防倭寇袭扰，巅筑烽火台，称
浮栏墩。

新中国成立后，山南设营房，有驻
军把守。福莱山位于烟台夹河西部的

“后沙旺”，北临黄海，山四周十多平方
公里大多是不毛之地。

春天绚丽多彩，春天播种希望，春
天孕育着新的轮回，《春天的故事》总
是那么的神奇：

1979年，春雷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暖透了大江两岸。从此中国迈开
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
的春天。

1984年9月7日，一个金风送爽
的秋日。上午9点左右，在烟台市福
山区臧家乡福莱山的山顶上，站着一
位70岁的老人。老人家极目远眺，视
野开阔，二三十公里外的荒滩尽收眼
底。他伸开左臂，用手指向福莱山的
东北方向（现开发区黄河路附近），说：

“就那个方向，先开发两平方公里。”这
位老人正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
同志。他那时用手指的方向，就是如
今烟台开发区最繁华的地段。

那年9月上旬，谷牧同志带领由
国家计委、经委、特区办等10个部门
组成的考察团现场考察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筹备情况。他详细研究了开
发区的规划方案，又徒步登上福莱山，
对开发区的选址进行现场考察，最终
一锤定音，确定了烟台开发区首期开
发的具体位置。据当时陪同的开发区
负责人回忆，谷牧同志在对全国开发
区选址的考察中，最满意的是烟台。
其原因，一是离烟台老市区最近(可发
挥依托作用)；二是地形和地理位置

好。考察团当时评议说：“前海，后丘，
中平。”

正是这位长者登高望远、独具慧
眼，为开发区划定了规划区、起步区的
蓝本底片。从此，荒滩上荡起滚滚春
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开发区踏
上了骏马驰骋的第一班经济列车，福
莱山也昂首阔步走进了生机勃勃、勇
立潮头的新时代。

二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

铺展；时代的华章，需要在创业奋斗里
书写。1985年3月20日，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举行开工典礼，来自省内外
的4支施工队伍、600多名工人、283
台机械进入施工现场，以“六通一平”
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荒滩上正
式拉开了开发建设帷幕。是年，国家
紧缩银根，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开发
区的创业者们自觉参加义务劳动，动
员驻地部队官兵、村民与工程建设队
伍，发扬攻城不怕坚的精神，加班加
点，联合施工，保证了工程建设正常推
进。同时，在基建投资体制上进行了
一系列探索：推行建设产品商品化、实
行基建招标总承包、尝试划片开发等
措施，借助外商和房地产商的资本使
建设速度明显加快。

据统计，到1991年年底，开发区
累计固定资产投资17亿元，2平方公
里的起步区基本建成，地面建筑开工
面积85.5万平方米，竣工65.6万平方
米，其中 75%是厂房和生产设施用
房。一批工业厂房和生产设施用房
建成投用，彩云城市场、居民小区等
生活商贸设施以及中小学、幼儿园相
继启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加强宜居宜游宜乐的公园建
设就提到了建设者们的议事日程上
来。在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福莱
山建设公园，是人民的期盼，也有着重
要意义。2012年3月，福莱山公园作
为开发区重点工程项目，拉开建设帷
幕，经过建设者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于
2015年12月竣工对外开放。

据公园负责人介绍，福莱山公园
总投资12.5亿元，占地面积67万平方
米，分为建筑群和公园两部分。建筑
群部分主要由图书馆、档案馆、青少年
宫、青少年宫剧院、艺术中心、文化馆
等组成，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
其中，占地6000平方米的图书馆，规
模宏大，宽敞明亮，充满浓郁的书香气
息。档案馆设有A馆和B馆；文化馆
设有各种文化艺术创作空间，满足市

民不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公园绿
化部分占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以地
形景观和乡土植物群落景观、城市标
志性景观为景观风貌，是集自然景观、
文化娱乐、康体健身、休闲游憩等功能
于一体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开放式市
级综合性城市公园。在2022-2023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中，福莱山
公园景观绿化工程被授予“国家优质
工程奖。”

如今的福莱山公园已成为一座天
然氧吧。晚霞片片红胜火，秋色处处
分外艳。信步福莱山，丛草芊芊，绿树
成荫，鸟鸣蝉嘶，美不胜收，令人心旷
神怡。居民争相在此休憩健身，各得
其乐。福莱山成为市民阅读健身游玩
的打卡地。

“这里文化设施齐全，我经常带儿
子来图书馆阅读，感受全民读书氛围，
培养孩子读书兴趣。”市民王先生高兴
地说。

穿着彩排服装的刘女士也说，这
里风景优美，她经常和老姐妹一起来
跳广场舞、拍小视频发抖音。

在福莱山公园档案馆B馆工作的
老史志工作者郑祖增先生感叹说：“我
1993年来开发区工作，那时福莱山还
是一座杂草丛生的丘陵。如今，福莱
山公园将自然、文化、科技融为一体，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集休闲观赏、娱乐
健身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
活动中心，成为开发区举办文化惠民
演出的优选之地，创造了具有地域特
色的绿色风光和人文景观，是开发区
对外宣传、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
窗口。”

百姓有期待，政府有作为。开发
区把城市公园建设列入重点民生工
程，进行了科学规划，大规模地新建、
改造和提升。1991年开发区建设了
第一个广场“金沙滩天街广场”（原名
风帆广场）。1994年开工建设的天地
广场，经历年建设改造，已成为一个独
具特色的生态型广场，获得山东省“十
佳文化广场”等荣誉称号，接着相继开
工建设金沙滩公园和夹河公园。

自 2017年以来，开发区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加大公园和广场建设力
度，先后建设和改造提升金沙滩公
园、磁山地质公园、白银河湿地公园、
黄金河湿地公园、柳林河公园、柳子
河公园、天地广场等十几处，成为市
民旅游、休憩、娱乐和观光的好去
处。四十年来，开发区不断加强城区
绿化工程科学规划，大力设施道路绿
化、河道绿化、公园绿化、海岸绿化、
广场绿化等绿化工程，到2023年，全
区绿化面积2900多公顷，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18.86平方米。

如今开发区已经成为宜业宜居、
宜游宜养的滨海新城，道路两旁，树木
成行，绿意盎然；公园广场，布局均衡，
景致优美；幸福社区，功能完善，花团
锦簇……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绿色福
利”正不断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

三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

者。从烽火台到福莱山公园，她伴随
过这座城市奋进的身影，也和这座城
市一同咽过艰苦创业的泪。她是开发
区筚路蓝缕开发建设的发祥地，更见
证了开发区嬗变腾飞的历史变迁。

四十年来，从1985年3月的10平
方公里城市规划，到2017年360平方
公里城市规划，城市规划面积扩大了
36倍，描绘出更新更大的宏伟蓝图。
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1年年底的2
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到2024年扩大到
11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扩大了58
倍，三次扩区，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开
放高地的历史跨越。

进入新世纪，开发区实施大工业
立区、高新技术强区发展战略，打响了
建设一流国家级开发区的攻坚战，实
现了从产业洼地到经济中心的历史跨
越。开发区在烟台市1/38的土地上，
创造了全市近1/4的生产总值、1/3的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3的税收，实
现了从一片荒滩到滨海新区的历史跨
越，在商务部国家级开发区综合考核
中位居第11名。

她默默无闻，从春秋时期的牟子
国古都遗址走来，经历过狼烟四起、战
乱频仍的苦难岁月。福莱山是幸运
的。如今她伴随着开发区铿锵的脚
步走进新时代，以全新的面貌笑迎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这些年，公园越来越多，生活环
境越来越好了。走出家门，就是公
园。”住在嵛景华城的居民刘先生说。
他在家里就可以俯视福莱山公园全
景，茶余饭后，他就来公园休闲散步健
身。在开发区生活了30多年的他亲
眼见证了福莱山公园的嬗变和开发区
的蝶变。

开发区的一位知名作家说，每个
人的心中都有一幅他生活的城市画
卷。它被镶嵌在我记忆的深处，永远
伴随着我，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福莱山公园从一座荒凉丘陵蜕
变为市民文化公园，是开发区四十年
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从“一枝独
秀”到“满园春色”，福莱山，一个时代
变迁中的符号，见证了开发区日新月
异的变化与发展。开发区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

福莱山公园福莱山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