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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绿地等品牌房企在一张“白纸”上建高楼

面面向向全全省省卖卖楼楼，，西西部部房房企企必必争争

本报记者 张璐

“一切都大变样了，没有一
点以前的影子。”站在西客站片
区齐鲁大道与青岛路十字路口
正中央，房刚（化名）试图找回
十年之前的记忆图景。

他正对的是人流穿梭的西
客站，左右手方向，宽阔的齐鲁
大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
厦，“这里以前应该是一些低矮
的平房，或者是块平地”。距西
客站片区的拆迁已经七八个年
头，即便从这里长大，面对巨大
的变化，房刚对这个区域已经
有了很强的陌生感。

在房刚的记忆中，10年前，
这个地方几乎就没有高层建
筑，更不用说什么数十万平米
的房地产项目。

土地成交>>

西部成主力

正是得益于西客站、十艺
节场馆、轨道交通以及区域道
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曾
经偏远的西部如今已是济南最
引人瞩目的战略重镇，来自全
国的地产大鳄纷纷在此跑马圈
地。

据合富辉煌数据统计，
2 0 1 3 年 济 南 土 地 成 交 总 计
763 . 45万平方米，其中槐荫和
长清两区域合计372 . 76万平方
米，占到全市土地成交总量的
48 . 8%。2013年3月，济南市国
土资源局挂牌出让19宗国有建
设用地，总面积近83万平方米，
约合1241亩，这些土地全部位
于西客站片区。除了像西城集
团这样的本土房企外，恒大、金
科、绿地等外来房企也来此安
营扎寨，且大规模拿地，尤其恒
大地产欲在西客站片区打造恒
大城，涉及住宅项目及地标性
建筑恒大国际金融财富中心，
而绿地集团亦看好西客站片
区，欲打造绿地中央广场。

进入2014年后，龙湖拿地
落子西城。至此济南西部新城

已有绿地、金科、恒大、鑫苑等
十余家房企进驻，涉及楼盘项
目近30个。来自世联怡高的统
计数据也显示，到今年7月份，
西部片区的土地成交依旧是济
南土地市场的主力。

刚需为主>>

首次置业年轻人

首选西部楼盘

东临淄博路，西临腊山河
东路，北临清源路，总占地面积
14万顷，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
方米的鑫苑世家公馆是西客站
片区正在建设和销售的一个项
目。

25日上午，十余位购房客
户正在售楼中心详询项目情
况。一名置业顾问介绍称，除了
丰富多样的户型选择，这个项
目规划配套了幼儿园、小学和
中学，在目前这个区域，这样的
项目并不多见。

鑫苑只是西客站片区项目
的一个代表，山东中原地产的
投资顾问总监薄夫利大致总结
了这个片区在售项目的特点。

首先，项目众多，薄夫利
说，“据不完全统计，在售的楼
盘有二三十个”；其次，供应体
量比较大，“从现在到未来一段
时间，这个区域的年供应量要
超过150万平米”；第三，单个项
目体量大，“鑫苑56万平米的项
目不算是最大的。”也正是因为
这几个特点，薄夫利认为，除了
众所周知的交通优势，对购房
者来说，这个区域房源的可选
择余地大，而且房价在济南整
体房价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
置。

薄夫利认为，就济南其他
区域而言，房价还处在一个较
高位置，相比之下，西客站片区
处于中等偏下位置，“比较适合
刚需购房群体”。这种判断也在
成交上得到印证，不少项目负
责人对记者称，他们项目的购
房客户以首次置业的年轻人为
主。

西客站片区>>

面对全省市场

自今年以来，包括济南在内
的全国楼市都出现成交下滑、价
格回落现象，但几乎所有进驻西
客站片区的房企，对这片区域的
未来都持有坚定信心。

25日是个工作日，中午时
分，西城大厦与西客站共用的

地下停车位上停满了密密麻麻
的车辆，这些车辆除了挂有鲁
A的牌照，东营、滨州、菏泽、枣
庄甚至省外牌照车辆不在少
数。这些外地车辆，多是乘高铁
北上或南下的乘客停放在这里
的。

“高铁在山东有六个站点，
其余5个站点到济南也就十几
分钟二十几分钟”，鑫苑山东公
司总经理解勇扳着指头对记者
说，“到北上广也十分方便”。解
勇认为，仅是交通的便捷，就足
以让西客站片区成为全省的关
注焦点，这个片区商品住宅，面
对的是全省的市场。

这种判断在商业地产上

表现尤为突出。济南西城置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殷和
忠称，他们在西客站片区开
发的 5 万余平米的写字楼西
元大厦，不足一年时间就基本
销售完毕，购置写字楼的很多
客户来自聊城、济宁、菏泽等
地，目的是在此设企业分部。正
是看到这个区域商业地产的前
景，西城置业开发的78万余平
米的写字楼群，今年10月份前
后将奠基动工。这个被命名为

西进时代中心的大型综合体，
定位将是高铁商务总部办公基
地。

虽然坚持认为前景乐观，
但解勇还是期待政府能在西客
站片区的推广上有所助力，首
先是配套设施继续完善，其次
是在对外的招商引资方面给予
优惠和针对性明确的政策，“要
吸引企业进驻得有充足理由”，
解勇补充说明。

最后一点，谢勇希望地方
政府在宣传推广上加大力度，
解勇说，“毕竟拥有便利的交
通，西客站片区面对的不应该
仅仅是槐荫区，济南市，而至少
是整个山东省。”

搬进新家两年多了，37

岁的孙明感觉还像做梦一
样：住上了小高层，有了集中
供暖，孩子也上了外国语小
学，家门口就有高大上的大
剧院、图书馆。“老济南都说
住东不住西，如果十多年前
说这里穷、落后，我绝对认
可。但现在再说，我真不服
了。”

孙明是济南张庄村村
民，祖辈住的都是宅基地上
的老平房。村里基本没有像
样的路，坑坑洼洼的，每天灰
头土脸的。家里用的还是村
里的临时用电，电压不稳，村
里会经常“掐电”，喝水也是
靠水泵抽的地下水，水泵老
旧也经常坏。

“吃水用电都还有问题，
哪能算上好日子呢。”此前，
孙明最担心的是孩子的上学
问题，两个村并在一起的村
办小学，孩子多师资跟不上，
学校配套也不好，没法跟城
里的学校比。

2007年，济南要建西客
站，张庄村要拆迁。村里说回
迁房是大开商发建的，还是
高层住宅。

“2007年以前，西客站这
边没有像样的商品房，像大
杨庄、大金庄等基本都是菜
园农田。”孙明没想到，仅七
八年的时间，绿地、恒大、龙
湖等大开发商在这里盖起了
成片的住宅楼、写字楼。

2012年，孙明一家人回
迁到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
的新房子里。原来的农田
上建起了高楼大厦，身边
的邻居也各式各样：不仅
仅是原来的老街坊了，还
多了很多在城里当白领的
年轻人，还有一些在济南
做生意的外地人。“如果说
西边差，外地人还都愿意
来吗？”孙明感到很自豪。

住进新家，孙明觉得自
己也彻底从村民变身成了城
里人。原来连名都没有的坑
洼小路，现在都成了党杨路、
刘长山路等大路，人多了车
也多了。此前只能在泉城广
场看到的大商场、大酒店，家
门口都有。

最重要的是，孩子也上
了外国语泉新小学，档次提
高了不知多少倍。

“周末我们过得也洋气
了，开车不到10分钟，就带孩
子到了文化三馆，可以去图
书馆看看书，去大剧院长长
见识。”孙明说，这些高大上
的文化配套都在他们家门
口，很多市里的人都得开车
往西边跑，他又一次感到特
别自豪。

没事的时候，孙明经常
去西客站转转，他感觉现在
就像一个“新城”：房子多了、
人多了、商业文化产业都有
了，他现在盼着轻轨一号线
尽快建成，大医院尽快在西
边选址，大的商场购物中心
尽快落成启用……这样日子
就会越来越好了。

在济南市政府“两翼展开、整体推进”的城市发展战略布局下，依托高铁、高架和将要建设的城轨综合交通网
络，以西客站片区为核心的西部，迅速成长为济南楼市的重要板块。几乎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建筑的落
成同步，包括恒大、绿地、中建、金科、鑫苑等一大批品牌房企也相继进驻，被定义为“济南城市新中心”的西部新
城，也从少人关注,蜕变成为房企必争之地。

一个回迁村民的感受：

孩子上外国语小学

周末大剧院长见识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子慧

创富西引力·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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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亮亮艺艺术术华华府府

好楼盘中须有好配套。图为鑫苑世家公馆效果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济南西客站片区主要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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