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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北跨”定为大会唯一议案
共53名人大代表分别联名提出，将进入市级决策层面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马云云
戚淑军 见习记者 宋立山) “北
跨”成为本次两会最大的热点。在今
年人代会上，共有53名人大代表分
别联名提出了5件议案，全部与加快
推进北跨战略有关。

1日，济南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有关专
门委员会关于代表所提议案处理意
见的报告，决定将这5件议案并为一
件，作为本次大会唯一一件议案，并
交市政府办理，办理情况报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决定。

北跨战略虽已提出多年，但一
直未见实质性动作。刚闭幕不久的
济南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实
施积极的北跨战略”，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把北跨战略列入了
重要议程。这再次把济南人的目光
吸引到了城市北部，媒体的关注度

也颇高。两会之前，本报派出多路
记者对北跨面临的机遇、瓶颈及未
来发展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这5件议案分别
是：赵新生等14人提出的《关于推进
北跨发展战略、加快济南北部新城开
发建设的议案》，刘海萍等14人提出
的《关于实施积极的北跨战略、加快
北跨力度的议案》、冯雷等14人提
出的《关于积极推进济南北跨战
略、进一步拓展省会城市发展空间
的议案》、祖爱民等11人提出的《关
于尽快取消黄河公路大桥(黄河一
桥)收费的议案》和《关于奥体中路
北延与石济客运专线黄河公铁两
用大桥对接跨河的议案》。这些议
案对济南市实施积极的北跨战略
时机、瓶颈及如何发展等做了充分
论述。这些议案合并后成为大会议

案，意味着这一战略进入了市级决策
层面。

据悉，济南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
议共收到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
大会议案38件，主要包括：增加农民
收入、重视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合理
规划城市建设、加快新区开发、积极
推进济南北跨战略实施；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关注民生
保证与改善、切实加强人民群众食品
饮水安全；加强地方立法、强化执法
工作等方面。除上述5件外，其余33
件议案，济南市政府已就有关问题作
了认真研究，列入了政府工作规划。

2011年两会上，南部山区保护
与发展被列为大会议案。2008年，济
南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
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小清河
综合整治及源头治理的议案》。

不少代表委员给予极大关注

加快北跨
时不我待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马
云云 戚淑军 见习记者
宋立山) “加快推进北跨的
时机已经成熟。”在今年两会
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对北跨
给予了极大关注。代表们认
为，不论从城市布局、县域经
济发展还是已有现实条件来
看，加快推进北跨战略已经
时不我待。

“这是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的迫切需要。”多位人大代
表表示，济南市业已形成东
西过于狭长的城市发展格
局，若不及时改变，城市拥堵
等问题将更加突出。黄河北
岸广阔的空间也是北跨的天
然优势，“天桥区黄河北两镇
面积是黄河南城区面积的两
倍多”，济南市人大代表赵新
生表示，黄河北多属于未开
发的农村地区，可以高起点、
高标准进行规划建设，且不
需要大的拆迁，开发成本相
对较低。

济南市人大代表冯雷
则认为，北跨可以有效突破
县区经济的发展瓶颈，改善
黄河以北地区民生。“距离
城区最近的桑梓店、大桥两

个镇的居民，虽然在身份上
成为城镇居民，但当地居民
没有市民意识，生活方式
及居民待遇和市区居民差
别很大。”冯雷说，北跨
战略可以增加当地就业，
有效突破天桥、济阳、商
河 等 县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瓶
颈，实现县域经济的加快
繁荣和健康发展。

冯雷认为，实施北跨战
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
可以进一步实现济南与德
州、滨州等市对接，这将给济
南都市圈发展带来强大的推
动作用，利于充分发挥省会
的区域核心城市作用和科
技、产业、人才、金融、物流等
方面的综合优势，在产业布
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
等方面实现与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的对接。

此外，目前跨河的交通
设施建设已经基本满足北跨
的交通基本要求，黄河以北
的桑梓店镇和大桥镇已经开
始产业布局，济阳经济开发
区和商河经济开发区，都已
经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
备。

作为北
跨桥头堡，
滨河新区初
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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