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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清清到到聊聊城城将将建建城城际际铁铁路路
聊城将打造5条铁路、5条高等级公路、2条水路及军民合用机场

本报济南10月16日讯 (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王喆昱) 16日，
记者从省法制办获悉，从即日起，我
省2014年的立法项目将面向社会以
及网络公开征求，项目可涉及民生、
经济、环保等多个领域。据介绍，这
是我省省级立法工作进行以来立法
权首次向社会“敞开”，公民也能参
与立法。

记者了解到，每年进入第四季
度，省法制办各部门都会进入下一
年度法规、条例项目的制定。省法制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山东省人
民政府2014年立法项目建议将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让公民直接参与我
省立法工作，这在我省立法工作历
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位负责人表示，
这样做可以提高政府立法工作的民
主性，立法质量也能够提高。

省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提
交立法项目建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于11月15日前，通过书面、电话以及
电子邮件形式递交，如果通过信函，
则需要在信封上注明“省政府2014

年立法项目建议”字样。
信函邮寄地址：济南市历下区

省府前街1号，邮编：250011；电话(传
真 )：( 0 5 3 1 ) 8 6 0 6 2 9 4 3；电子邮件：
sdfzbyc@163 .com。

本报济南10月16日讯 (记者
张璐 ) 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自本月起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建筑节能专项督查，检查内容
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绿色建筑
发展以及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发
展状况及中央、省奖补资金拨付使
用和地方配套资金落实到位状况。

我省今年下发的关于大力推进
绿色建筑行动的实施意见中，对新
建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等六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其中，在绿色建材方面，我省要
求到2015年年末，城市、县城、镇规
划区全部应用新型墙材，此外通过
供热计量改革和供热系统节能改
造，每个采暖期城市供热单位面积
能耗降至20公斤普通煤以下。

据介绍，“十一五”以来，我省已
建成节能建筑3 . 6亿平方米，获得绿
色建筑标识项目达到600万平方米，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7800万平方
米，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节能监管体系基本建立。

本报济南10月16日讯（记
者 孟敏） 记者近日获悉，
关于推进山东大学菏泽校区
建设问题，菏泽市相关部门
与山东大学经过了三轮沟通
洽谈，山东大学同意在菏泽
率先建立一个二级学院。同
时，菏泽市已与齐鲁工业大
学签订了在菏泽建设分校区
的相关协议。

“我们几次到山东大学和
齐鲁工业大学商讨菏泽校区建
设以及校企合作相关事宜，目

前正在做各种指标测算工作。”
菏泽市委书记于晓明透露，与
两所高校的合作正有序推进。

据菏泽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尹玉明介绍，菏泽全市拥
有高等院校4所，仅占全省的
2 . 9%，且无一是重点院校。高
等教育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必须承担起为区域经济
发展培养人才的重任。“此次山
东大学虽然只在菏泽建立一个
二级学院，却可以为菏泽带来
优秀教师和先进科学的教学理

念。”于晓明说。
同时，菏泽与齐鲁工业大

学签订了在菏泽建设分校区的
相关协议，分校区将针对齐鲁
工业大学的重点学科优势，挖
掘菏泽当地企业的专业人才需
求，引导企业深入高校开展产
学研对接与合作。

牡丹产业作为菏泽重点培
育、扶植的朝阳产业，被菏泽当
作引领农业转调的特色产业。

“项目一期建成达产后，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49亿元。”菏泽

市牡丹区副区长张贵宾说，牡
丹产业是全链条式产业，涉及
一产、二产和三产，如果完成
200万亩的油用牡丹基地建设，
仅二产产值就可达到1600亿
元，利税480亿元。

投资20亿元的菏泽尧舜牡
丹产业园，建有牡丹籽油、牡丹
茶饮、牡丹食品、牡丹胶囊、牡
丹精细提取等多条生产线，产
品涉及日用化工、营养保健、医
药化工领域。目前部分生产线
已开始生产。

山山大大二二级级学学院院将将落落户户菏菏泽泽
菏泽与齐鲁工业大学已签订建设分校区协议

我省首向社会

征集立法项目

本月起我省开展

建筑节能专项督查

随着“一圈一带”发展
规划出台，聊城一跃成为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西部
经济隆起带战略的叠加
区。加入“一小时生活圈”
后，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建
设，聊城将一个不落，着力
打造5条铁路、5条高等级
公路、2条水路、1个聊城军
民合用机场的“5521”立体
大交通。

本报记者 孟敏

一圈一带全聚焦

聊城祥光铜业机器人正
在作业，这家企业目前正加快
节能转型。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对聊城来讲，‘一圈一带’
规划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聊城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林峰海说，交通基础设施在“一
圈一带”中具有重要作用。

聊城将实施“立体大交通”
战略，着眼于建设冀鲁豫三省交
界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推进以

“5521”为主要内容的新的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5521”即5
条铁路、5条高等级公路、2条水
路以及1个聊城军民合用机场。

公路方面，将加快建设济
南至乐陵、济南至东营、德商公
路德州至范县段，青兰高速泰
安至聊城(鲁冀界)段，长清黄

河公路大桥、济齐黄河公路大
桥等工程。

铁路方面，将加快建设石济
客专、聊泰铁路，规划建设京九
客运专线山东段，争取建设聊城
至德州至黄骅港铁路、郑济客专
济南至聊城段。

城际和城轨方面，利用胶

济客运专线兼顾济南至淄博
城际铁路，利用石济客运专
线 兼 顾 济 南 至 德 州 城 际 铁
路，规划建设长清至聊城、西
营至泰安至莱芜城际铁路，
推进济南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尽快启动济青高速铁
路前期工作。

“聊城的蔬菜产量位居全
省第一，农业是我们的优势产
业，在‘一圈一带’的建设中，聊
城将领衔发展现代农业，先人
一步打造现代农业体系。”在

“一圈一带”采访会上，聊城市
发改委主任葛敬方说，聊城正
在建设农产品物流交易平台。

该农产品物流交易平台位

于聊城市区东北部，投资110亿
元、占地4800多亩、规划面积
500多万平方米，首期建成的
110万平方米交易商城已经投
入使用。全部投入使用后将辐
射华北，集现货交易、科技研
发、加工冷藏、安全检测、物流
配送等功能为一体，是江北规
模最大、功能最全的。

葛敬方说，聊城是农业大
市，农业优势明显，但基础优势
向产业优势的转化并不明显。聊
城本地产的蔬菜水果很多都是
通过寿光等蔬菜批发市场外销，
或直接由经销商收购后再转卖
聊城，而南方的果蔬和北方的蔬
菜也是几经倒手后在聊城分销。

“发展现代农业，就要打破

传统的种植模式。”葛敬方说，
聊城市根据各个县域的不同土
质和产能，有针对性地规划哪
里种蔬菜瓜果，哪里种粮棉作
物，有组织地开展规模化种植。
聊城有4000多个村已经建立合
作社，计划“一村一社、一村一
品(牌)”，让合作社成为发展现
代农业的主体。

打造水陆交通，构筑“一小时生活圈”

争做江北最大“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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