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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C02 今日运河

本报济宁6月30日讯(记者 马辉
通讯员 李辉) 6月28日，2013年

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暨国家高
新区(济宁)高层论坛在济宁举行，来
自北京中关村、深圳、天津等诸多一流
国家级高新区的负责人汇聚济宁，就
国家级高新区如何实现“创新驱动，战
略提升”进行探讨。

作为东道主的济宁是一座传统资

源型城市，煤炭资源丰富，但也造成了
产业结构单一、能耗高的现状，因此，
济宁提出了主动转型战略。济宁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董信江说，在这种情况
下，济宁高新区不仅是将产业简单聚
集，而是龙头企业、新兴产业培育与传
统产业提升统筹发展、大项目支撑产
业集群建设，壮大一批具有竞争优势
的支柱产业，全面构筑创新型产业集

群。
“高新区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而

应该是朝向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形
成各自的特色。”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
赵明鹏说，高新区应该做具备引领、辐
射带动作用的区域领头羊，对产业结
构调整、体制机制、产城融合等方面进
行率先突破和探索，发挥出示范引领
作用。

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济宁举行，专家学者———

“高新区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

6月28日，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免费“测骨”。
当日该院迎来了中国首辆双能X线骨密度仪专业流动检测车，为中老年
市民免费做骨密度检测，进行骨质疏松症筛查。济医附院作为鲁西南唯一
一家与卫生部医政司合作建立的“骨质疏松症诊疗协作基地”医院，当日
共为300余名中老年人进行了免费检测。同时，济医附院内分泌科、风湿
科、骨科的专家教授还现场为市民讲解如何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症及骨
质疏松性骨折。

本报记者 李倩 通讯员 程丹 摄

免费“测骨”

滨湖大道济宁至鱼台段通车

鱼台融入济宁“步伐”快了
为对外项目

搭建“绿色通道”

本报济宁6月30日讯
(记者 庄子帆) 29日下
午，记者从全市对外开放
工作会议上获悉，济宁市
将从吸引外资、对外贸易
的竞争、拓展对外经济合
作领域、政策扶持等方面
全面提升对外经济开放
水平，为对外项目搭建

“绿色通道”。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济宁将拓展对外开放领
域，由原来的第二产业为
主转向第三产业全面开
放，并重点支持以商招商，
依托已落户济宁的500强
企业，每年组织一次产业
链招商活动。“今年美国惠
普公司20亿美元的项目落
户济宁，实现了招商引资
的重大突破。”济宁市委书
记马平昌说，今后在欧美、

日韩、港澳等重点国家和
地区每年举办招商活动，
实现境外招商常态化、机
制化。“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不仅要
引资，也要注重‘引智’，招
商引资的规模和质量并
重，对外贸易总量与结构
并举。”马平昌说。

此外，济宁还将建设
外贸出口基地，重点扶持
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潜
力大的出口企业，帮助其
拓展国际市场。同时，还
要搭建扩大开放支持平
台，提高特色产业园区的
承载能力，并将实行重大
项目代办制度，为项目推
进搭建“绿色通道”。2014

年起，全市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提高到3000万元，
并视财力情况逐年增加。

本报济宁6月30日讯
(记者 汪泷) 29日，记
者在全市加快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
济宁市出台诸多政策，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扶
持，包括放宽民营经济注
册登记限制、放开民营经
济投资经营渠道等。

本次大会上印发了
《推进全民创业加快民营
经济发展工作线实施方
案》，该方案要求2013年
全市力争实现新增各类
创业主体3万个、市级以
上创业示范基地 (园 )达
到30个(60万平方米)、创
业带动就业10万人以上、
创业担保贷款突破20亿
元。同时，加大创业扶持
力度，明确扶持重点，启
动的中小企业“百家成长

千家培育”工程，将建立
3 0 0家“百家成长”企业
库，1000家“千家培育”企
业库，给予重点扶持。

大会上还出台了《关
于推进民营经济跨越发
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在
民营经济注册登记方面，
今年开始将市区注册资
本500万元(不含500万元)

以下的私营有限公司登
记权下方到城区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并开始试行
中小微企业法人资格与
经营资格分离登记制度，
凡符合企业 (公司 )法人
条件的可先行申请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从
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需
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
可再申请取得许可后经
营。

济宁出台推进民营经济意见

中小企业注册逐步放宽

济宁首个

土地流转中介机构运营

本报济宁6月30日讯
(记者 马辉) 6月29

日，土流网济宁土地流转
中心正式上线，运营方为
兖州天下粮仓土地流转
专业合作社，这是济宁首
个专注于土地流转的中
介机构。

济宁市兖州天下粮
仓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
总经理吕中心告诉记者，
3月30日，兖州天下粮仓
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在
济宁兖州挂牌成立。该合
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
的基础上，农民自愿把家
家户户零散、不容易发挥
土地效益的承包土地集
中起来，本着依法、自愿、
有偿的原则，将承包土地
经营权流转给合作社。合

作社通过招商，把土地承
租给有经济实力、有经营
能力的企业或大户从事
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最
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
优势，全面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据介绍，土流网是一
个全国性的土地流转服务
平台和土地流转连锁服务
中心，在全国各地拥有几
十家土地流转中心和几十
万专门从事土地流转服务
的会员和企业。依托土流
网，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土
地需求客户，统一培训了
土地流转服务知识和经
验，获得了土流网的品牌，
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济宁的
闲置土地资源和全国的务
农需求客户对接起来。

本报济宁6月30日讯(记者 李蕊
通讯员 李政) 6月30日，滨湖大

道济宁至鱼台段通车。这条道路的顺
利通车不仅彻底改变了鱼台县没有一
级公路的历史，也使济宁至鱼台的车
程缩短了至少二十分钟，济宁、鱼台融
合的步伐加快了。

30日上午11点36分，简短的通车
仪式结束后，开工16个月的滨湖大道
济宁至鱼台段顺利通车，一辆辆等候
多时的车辆缓缓驶上宽敞平坦的道
路。“以前去趟鱼台，走济鱼路最少也
得一小时十五分钟左右，今后走这条
新路，至少能省下三分之一的时间。”
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此之前，从济宁到鱼台只有济鱼
路(省道251)一条道路可走。而这条路
同时也是本地赴江苏沛县、丰县唯一
的道路，途中需要穿过喻屯、唐口、金
乡卜集、鱼台清河等多个乡镇，一路上
非机动车、行人及长途车辆集中，路况
相对较复杂。滨湖大道济宁至鱼台段
通车后，将不再绕行沿途各乡镇，济宁
至鱼台的路程也将缩短十多公里。

据介绍，滨湖大道(济宁至鱼台段)
工程是济宁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实施结合国家重
点工程治淮东调南下湖西大堤加固续
建工程，充分利用现有大堤进行堤内侧
加宽。该项目总投资9 . 5亿元，路线全长

29 . 9公里，起点为济宁南二环与京杭运
河河西堤的交界处，经京杭运河西堤、南
四湖湖西堤向南，至鱼台湖凌二路北延
段交汇处，途经市中区、微山县、鱼台县。
工程设计标准为一级路，设计行车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22米，路面宽20米，
过路涵闸14座，大中桥6座总长1678米，
分别为跨洙水河、洙赵新河、蔡河、新万

福河、老万福河、惠河桥梁。
滨湖大道济宁至鱼台与2007年竣

工的一期工程相连接，形成了沿京杭
运河大堤的一条重要城际快速通道，
对于实施“东拓西跨、南联北延”发展
战略，开发运河经济和南四湖旅游资
源、促进鲁西经济隆起带加速崛起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车辆在滨湖大道上行驶。李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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