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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今日泰山

财源大街西段
今年拆迁完毕
专访泰安市“两轴”工程建设指挥部

副指挥刘卫东
本报记者 李虎

2011 年，泰安市委、市政府把
财源大街西段改造列入为民要办
的 12 件实事之一。作为财源大街
西段改造最重要的责任单位，泰安
市“两轴”工程建设指挥部今年将
如何工作，有何目标？怎样保证这
些目标完成？9 日，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泰安市“两轴”工程建
设指挥部副指挥、泰安市城建投融
资管理中心主任刘卫东。

群众意愿

上升为政府决策
记 者：刘主任，您好。财源大

街西段改造工程 2010 年进入实质
阶段，今年又被列为泰安市为民要
办的 12 件实事之一，在您看来，它
被列为实事的意义是什么？

刘卫东：财源大街是一个拥有
百年历史的老街，以前周围分布着
很多车马店、客栈、商铺云集。1984
年前后，泰安市对财源大街进行了
拓宽改造，并铺上了柏油路，有了
今天这条大街的雏形，财源大街便
成为泰安重要的交通通道。但随着
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交通功能与商业功能相互
叠加造成的人流、物流增多，使得
这一地区超负荷运转，狭小的空间
以及低档次的硬件设施已经不能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泰安市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就不断对这一地区进行过改造，但
这一地区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太大
的变化。该路段虽处城市中心繁华
路段，但这一地区居民的居住环
境、软硬件条件都不能与它所处的
位置相称，加上这一地区又紧邻火
车站，脏乱差的环境严重损害了泰
安的城市形象。

在调研中，老百姓也表达了很
强的改造愿望，希望政府能够对这
一地区进行改造，改变生活的环
境。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对前去
调研的领导说：“我们都在这里住

了 100 年了，啥时候能给修好啊？”
虽然老太太的话有些夸张，但从侧
面表达了这一地区居民希望进行
改造的强烈诉求。

不光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居
民，泰城的很多市民都对这一地区
进行改造的诉求强烈。愿望来自基
层，但这一地区的改造又不是某一
单位或个人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
个强有力的推动。现在财源大街西
段改造工程被列入为民要办的 12
件实事中，是群众意愿上升为政府
决策的过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
政理念。

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开弓没
有回头箭。”既然财源大街西段改
造工程被列入市委、市政府今年为
民要办的实事之一，就相当于立了
一条军令状。作为这项工程的责任
部门之一，“两轴”工程建设指挥部
将加大投入，按照打造城市客厅、
建设 24 小时活力街区的目标，强
力推动财源大街西段的改造。

火车站站前广场

5 月份投入使用
记 者：刘主任，指挥部承担

着时代发展轴工程、财源大街西段
改造工程，可以说是“两线作战”，
但我发现指挥部人员比较少，在任
务那么重的情况下，是如何开展工
作的？今年的具体工作有哪些？

刘卫东：指挥部的工作得到了
市委、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以及
两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年，我
们将再接再厉，乘势而上，重点开
展以下工作：一是完成整个片区的
拆迁工作。上半年完成财西社区、
南北两侧环路拆迁工作，下半年完
成企事业单位，商业、经营用房的
拆迁工作，压茬进行土地腾空及收
回工作，并择机进行项目地块“招
拍挂”，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二是完成项目设计工作。上半
年完成财源大街西段市政管网设

计及核心步行街区、财西回迁小区
方案设计的专家论证及报建手续。

三是加快工程建设。5 月份完
成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地面铺装及
景观改造工程并正式投入使用。6
月底启动财西回迁小区、南北两侧
环路、市政管网工程以及核心步行
街区等项目建设。

四是启动天庭院改造工程。计
划上半年完成摸底丈量工作，同时
搞好项目策划，下半年正式启动拆
迁。

五是加大招商力度，争取项目
落地。按照“边拆迁、边收储、边招
商”的工作思路，根据城市总体规
划，进行项目切块，分项招商。

今年计划

投入 5 亿改造经费
记 者：在财源大街的实际改

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将如何克
服？

刘卫东：财源大街西段作为一
个老街区，在改造过程中需要解决
的问题很多，但最主要的，也是最
难解决的就是拆迁和资金这两个
问题。这一地段既有机关事业单
位，又有企业、经营户，还有社区居
民、职工住宅，人员集中，情况复
杂，历史遗留问题多，拆迁难度非
常大。我们主要通过派出专人发动
群众，并与相关被拆迁单位协商沟
通，把工作做细，把政府的政策向
拆迁户说明白，获得拆迁户的支持
并按政策给予相应的补偿来稳步
推进的。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今年还将继续推动拆迁工作进一
步实施。

比起拆迁，在财源大街西段改
造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资
金的压力。实际上财源大街的改造
问题早已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
关注，但困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一
直未能启动，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
补的工作。按照我们的初步匡算，

财源大街如果按照规划进行拆迁
和项目建设，光改造费用就达 18
亿，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要在短时间
内完成，如果单纯依靠地方财政很
难实现。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们
建立了一种新的筹资方式，即通过
泰安市城建投融资管理中心这一
平台融资来进行城市建设。投融资
平台自求平衡、滚动发展筹措资
金，争取让政府财政不拿钱或少拿
钱。

今年我们投融资管理中心的
初步计划是向财源大街西段改造
工程提供 5 亿多元的改造经费，主
要用于居民的拆迁补偿费以及临
时安置费、商铺的停产停业费和临
时安置费，改造区内的基础设施、
道路管网建设费用以及居民的回
迁安置建设费用等四个方面。当然
我希望今年花的钱最好超出我们
的计划，因为只要按照政策执行，
花的钱多意味着我们的拆迁和建
设进度越快，改造的成效越大。

记 者：刚才您说到财源大街
改造初步测算需要 18 亿元，今年
要投入 5 亿多，又要力争让政府财
政不拿钱或者少拿钱，单纯依靠融
资平台能保证改造资金及时到位
吗？

刘卫东：目前财源大街改造的
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向大平
台借款，作为启动资金。另一个是
向银行融资，但从去年开始，国家
加大了对地市级融资平台的监管
力度，在银行融资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财源大街西段的拆迁、土地腾
空以及收储都需要一定时间，现在
主要通过向时代发展轴拆借的方
式。

同时，我们也积极探索采取
BOT 和 BT 的方式融资搞建设。
BOT 的融资方式主要用于公建项
目，采取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方式，
寻找开发商投资，按照政府规划进
行建设，建成后开发商可以获得一
定年限的经营权，以收回投资并获
得一部分收益。经营期满后，由政

府进行资产回收。BT 的融资方式
也是由开发商投资，核算开发商的
建设成本和应达到的收益，政府通
过土地转让等方式实现双方的共
赢。

由于现在财源大街还处于拆
迁阶段，没有可以招商的地块，为
了缩短资金链，我们想在拆迁、建
设环节就让开发商提早介入，然后
做一个投入和收益平衡计算，达到
办成事的目的。

老街改造好不好

要看百姓是否满意
记 者：财源大街作为一项

为民要办的实事，作为责任部门
的一名领导，您是否有压力？

刘卫东：压力贯穿始终，可以
说从第一天接手财源大街改造这
个项目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每天都
面临各种压力。对于财源大街建
设，市委、市政府的期望很高，老
百姓的期望也很高，这些都给我
们增添了无形的压力。我们指挥
部的工作人员确实都在殚精竭虑
地工作，力图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们的目标是把财源大街打
造成为城市客厅和 24 小时活力街
区，但我常常想，虽然我们已经做
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作为这么一
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建设，当财源
大街改造完成的那一天，在我们
手中建设出来的这个商业中心，
能否最终获得老百姓的满意？每
次想到这些，内心的压力还是很
大。

不光指挥部有压力，所有从
事财源大街改造的工作人员都很
有压力。但既然铺开摊子，不管在
改造过程中受了多少委屈，我们
都得干好。工作人员没有周末和
节假日，都在想按照规划，尽快完
成这项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泰山
区、岱岳区以及各相关单位都起
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春天万物萌动，很多人寄望新的一年。泰安市也经过层层筛选，选出 12 件为民
要办的实事，希望民生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12 件实事，件件关乎民生。为更好地宣
传各职能部门为办理实事所做的工作、让群众了解实事办理的意义，目前实事的办
理情况，本报即日起开辟“1545 高端访谈之实事访谈”专栏，全面展示实事办理情况。

编者按

“两轴”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泰安市城建投融资管理中心主任刘卫
东。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