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吕华远 美编：刘冰霖 组版：刘燕

主打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吕华远 美编：刘冰霖 组版：刘燕 C05今日济南

道路通畅、城市长高、绿色推动、深度融合……

县市区党代会勾勒
文/本报记者 任志方 片/本报记者 王媛

近日陆续闭幕的县(市)区党代会透露出诸多惠民信

号。今起五年，省城居民的出行将更加便捷、通畅，城市将

继续长大、长高，经济发展也将加上绿色引擎。此外，区县

在加强同市区联系方面也将大做文章。

对于长清、章丘、平阴、济阳、
商河等周边市区县来说，依托省
会、融入市区是他们从实际情况出
发，利用“东拓”、“西进”、“北跨”战
略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撤县建区十周年，长清正站在
一个新起点上，借助济南市“西进”
战略，长清将加快与济南中心区对
接融合，提升城乡一体发展水平，
努力叫响“宜居长清”品牌，打造高
品质的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生
态新城区，同时将加快推进刘长山
路延长线、轨道交通、长清黄河大
桥等重点交通工程。

处于济南市区东部的章丘则
将积极主动对接省城“东拓”，抓住
2013年十艺节在济南市举办的难
得机遇，加快建设城市文博中心，
挖掘章丘芯子、五音戏等特色民间

文化资源，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更
多精品力作，展示章丘文化魅力。

未来，除了南部山区之外，市
民假日出行游玩还可以选择前往
平阴。今后平阴将按照“小县大城”
发展方向和“山水园林城、泉城后
花园”定位，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位，加快打造青山常在、碧水
长流、清新宜人的省会次中心城
市。

济阳县将加大与市区交通的
衔接力度，协调推进轨道交通、黄
河北铁路等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同
时，济阳将把崔寨片区作为推进对
接融合的“启动点”，借力高技术产
业核心区建设，打造济南“北跨”载
体平台；将回河镇作为推进对接融
合的“关键点”，重点在培植工业承
载、物流集散、休闲居住等功能上

下工夫，实现济阳县与济南市区在
产业、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

“无缝对接”。
对同样位于黄河北的商河县

来说，加强与省城的交通联系在未
来发展战略中显得尤为重要。商河
县将推进济乐高速、德大铁路建
设，争取济南市轨道交通6号线延
伸至商河，升级改造县域骨干道
路、乡村公路，推进农村道路由“村
村通”向网络化发展。

商河县还将充分发挥自身的
温泉、环境、农业资源等优势，发展
温泉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
乡村旅游，打造济南乃至山东独具
魅力的温泉度假胜地。

本报记者 董从哲 赵丽
林媛媛 尹明亮 陈伟 见习记
者 穆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周边市区县深度融入市区

轨道交通将拉近与省城距离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产业发展
必须强调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以金
融、商贸、物流等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因投资少、消耗低、污染小、
效益高，成为城市发展的“绿色引
擎”，这些也成为各区党代会报告
中的亮点。

历下区泉城路商圈的商气、人
气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是还不
够。今后，历下区将依托现有规模，
把泉城路打造成全省规模最大、档
次最高的中心商业区。此外，还将
形成泺源大街金融商务区、经十路
文化西路文化创意产业区、山大路
科技商务区、明府城大明湖文化旅
游区和东部新城中央商务区。

市中区将在中心城区打造“一
轴两带”空间布局。在经四路沿线

重点聚集一批现代金融、高端商
务、大型商业项目，着力打造现代
服务业和商贸业密集的高端金融
商务商贸黄金带。在“一轴两带”的
基础上，积极建设大型现代城市综
合体，强化城区金融、商贸、文化、
信息服务等枢纽地位。

借助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在济南举办的契机，槐荫区将
强力推进文化名区建设，精心打造
省会文化新坐标、新高地；全力以
赴加快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群众艺术
馆等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

说起历城，很多人会首先想到
洪楼，未来洪楼片区将继续发展夜
经济，并建成休闲娱乐、商务办公、
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星级酒店聚

集的高端商务区。此外，临近的二
环东路也将建设成为高端商务、总
部基地、金融证券、房地产业、现代
物流、科研信息产业聚集的现代服
务业发展隆起带。

对于天桥区而言，通过老城区
的改造释放区域发展空间是未来
发展的着力点。该区将加快实施旧
城改造，沿明湖西(北)路、济泺路、
堤口路等建设高档次商业设施，打
造金融商务集聚区。全力建设滨河
新区，形成小清河生态景观经济发
展轴、滨河新区核心区城市副中
心、泺口片区、药山片区、济泺路城
市发展带和北园大街城市发展带

“一轴、一心、两区、两带”开发格
局，把滨河新区打造成都市新中
心、泉城新水岸、北跨新基地。

发力金融商贸文化产业

为经济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恒隆广场颇具现代气息。 改造后的小清河更加美丽。 泉城路一直是商业中心。 经四路万达广场功能齐备。

改善居民出行条件

交通将有多个“大手笔”

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出行难的
问题日益突出。今起五年，济南市区将
加快现有道路改造和建设，将打通6
条东西向干道，连接西部新城和主城
区。

根据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刘长
山路是一条贯穿西部新城、主城区和
东部新区的交通主干道。刘长山路西
延长线工程总长12 . 65公里，西起大
学科技园海棠路，东至二环西路。未

来，市中区将打造畅通有序城区，加快
舜德路等道路建设，实现城市交通快
速通达。

与此同时，另外5条东西向主干
道在未来也将打通。槐荫区将发展东
西向的经十一路、小清河南路、张庄路
延长线、经六路延长线、北园大街延长
线，同时对南北向的党杨路、物流大
道、二环西路高架以及纬十二路进行
拓宽改造，形成路网，方便交通。

在市区道路得到改善的同时，市
郊道路也将得到同步提升。历城区将
规划建设彩西路北段等一批农村主干
道路，对旅游公路及农业园区道路进
行全面提升改造。推进以荒山绿化和
疏林地改造为重点的南部山区造林工
程建设，对山区主要镇村道路、进村路
实行全面绿化。

天桥区将努力构筑现代化、人性
化、智能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加快推

进泺口穿黄隧道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
打造区域干线路网，完善城乡交通网
络。

针对现有路网的不足，历下区将加
快推进东区路网建设和老城主次干道
的改造，新建一批行人过街设施，科学
规划支路背街和开放式小区交通微循
环体系，构筑科学高效便捷的道路交通
网络。

对于黄河北岸的区县而言，交通发

展主要方向将集中在拉近与济南市区
的距离。其中，济阳将加大与市区交通
衔接的力度，协调推进轨道交通、黄河
北铁路等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商河将争
取济南轨道交通六号线延伸至境内。

此外，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历下
区和市中区还将加大停车场建设力度，
鼓励发展立体、地下停车设施，引导停
车设施建设和现有泊位扩容、开放，缓
解居民出行和停车难题。

城市要继续长高扩大

打造一批综合体生命体

从“摊大饼”到向上延伸，济南已
做好了城市“长高”的充分准备。从东
部新区到西部新城，从新规划用地到
老城区，济南城市建设将站在一个全
新的高度上，通过积极建设大型城市
综合体，土地利用方式将由数量扩张
转向质量提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
面积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

120万平方米的文化会展商务中
心综合体、香港华润集团投资建设的
100万平方米的华润置地广场、广州恒
大集团投资建设的150万平方米的商

务综合体……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槐荫区将抓好总建筑面积达1000
多万平方米的十大城市综合体建设。
复合式、多功能、高标准的大型城市综
合体，将作为西部新城建设的主要载
体、主要支撑和主要形态。

历下区也面临着土地利用方式从
粗放转向精细、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
提升，努力发挥土地最大效益的命题。
按照“统一规划、连片开发、低密度、高
容积率”的原则，历下区将在东部新区
推进大规模组团式开发，着力打造有

机统一的城市综合体和城市生命体，
统筹地上地下空间。这不仅是未来东
部新区土地开发的原则，对老城区同
样具有示范意义。老城区将以6层以下
低矮危旧楼房改造为重点，全力推进
鲁艺东区、华强二期、解放桥周边、和
平新村、甸柳片区、燕山北区等项目。

在“一轴两带”的基础上，市中区
也将积极建设大型现代城市综合体，
强化大项目带动作用，最大限度地提
高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继
续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大观

园东、绿地普利中心、老商埠、兴隆主题
公园、中海国际社区、文庄生态社区、西
客站市中片区、现代物流基地等项目进
度，使大项目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有力支撑。

今后几年，历城区也将对洪楼地区
利用率低的低矮破旧建筑进行拆除，洪
楼地区将向高端商务区发展，建设成为
休闲娱乐、商务办公、总部经济、楼宇经
济、星级酒店聚集的高端商务区。同时
将区政府迁往唐冶片区，拿出更好的资
源为洪楼的商业发展让路。此外，二环

东路也将在现有基础上建设成为高端
商务、总部基地、金融证券、房地产业、
现代物流、科研信息产业聚集的现代服
务业发展隆起带。

天桥区今后面临的主要是新城区
的扩展。今年8月份，济南市公示了滨河
新区城市发展战略，其规划范围为：
东至绕城高速东环线，西至济南西编
组站，南至北园大街及工业北路，北
至黄河南岸，东西长约34公里，南北宽
约5公里，规划用地面积约158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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