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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将将推推2200项项重重点点领领域域改改革革
引引入入第第三三方方评评估估机机构构，，让让群群众众评评价价改改革革成成效效

城城轨轨RR11线线离离开开工工更更近近了了
西部部分站点开始打孔钻探，将为施工设计提供地质资料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喻
雯） R1线建设又有新进展。6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该线
路在去年完成线路初勘后，近期
又启动了试验段的详勘，详勘的
各站布点间距比初勘更加密集，
勘察更为细致。详勘将为线路施
工提供科学的地质研究依据。

园博园站等站点

又开始打孔钻探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济南
城轨R1线的部分站点又有了大
的动静。尤其是池东站、园博园
站等站点，又有一些钻机在沿线
开工。“去年3月份，就有钻机在
站点打孔钻探，这次跟上次一样

吗？怎么又开始了？”沿线的不少
老百姓对此很是关注。

6日，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说，
本月初启动的是R1线的详勘，此
次详勘并不是整条线路的，而是
仅局限在试验段。此前R1线公开
的招投标信息显示，R1线试验段
包括池东站、前大彦站、园博园站
以及三站之间的两个区间（含站
后折返线），总长度约5.78公里。

“相比去年3月份的初勘，此
次打孔布点的间距将更加密集，
勘察将更加细致。”该工作人员
透露，详勘是本月初刚刚启动
的，具体的勘察时间要根据具体
的地质结构来定，目前还不好
说。详勘是为未来的施工提供地
质研究依据的，详勘结束后，离

线路正式开工也就更近了。
记者了解到，去年3月份，轨

道交通R1线启动了打孔钻探。初
勘布了212个钻孔，主要是根据
轨道交通R1线的线路走向和站
位布置钻孔，通过钻杆、岩芯管
等钻探，从地表土层钻到地下，
研究岩石的走向、裂隙、溶洞分
布、地下水位等，同时还要取石
灰岩岩石样本做抗压试验。

初勘工作结束后

线路规划或有改变

根据环评公示的信息，R1线
全长26 . 4公里，其中地下线9 . 3
公里，高架线17 . 1公里，共设9座
车站。勘探与线路规划有无关

系？对此，负责线路初勘的负责
人说，简单来说，线路的9个站点
仅是规划阶段的，这些站点分布
是否符合地质构造？高架线的桩
基要打多深？地下线的埋深具体
是多少……这些具体问题的有
关研究都是此次勘探来完成的。
初勘完成后，就为设计提供了科
学的地质资料。“也就是说初勘
结束后，目前环评阶段的站点、
站位有可能会出现变化。”

“初步勘测主要是提供土层
的物理力学参数、地下水的情况，
为初步设计提供资料。”有了这些，
就可以进一步确定线路的走向、
结构、开挖方式、施工方法等。

记者梳理近期各城轨线路
的招投标公告发现，R1线动静最

大。先是试验段部分的土建工程
监理招标，时隔一天又是工程市
政设计的招标。进展明显快于其
他线路。

按照轨道交通的开工建设
流程，一个城市的轨道交通规
划、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
国家批准，再经过省里的批准就
可以正式开工建设。“规划、可研
报告经国家审批，需要的时间较
长，所以不少城市就在国家审批
的过程中，先拿出线路的一个试
验段来建设，或是做建设前的准
备工作。”该负责人说，目前济南
做的就是前期准备工作，在国家
审批的时间段内，先把工程的各
种招标工作完成，一旦国家通过
审批，就可以立即投入建设。

近年来，就业始终是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据了解，今
年就业形势有新的变化，主
要是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

“需要高度关注以下几个群
体：一个是继续增加的高校
毕业生，一个是产业转型、化
解过剩产能中产生的再就业
人员，像东部老工业基地搬
迁改造和 4 4 户困难国企帮扶
解困，还有城郊失地农民。”

杨鲁豫说。
杨鲁豫表示，这些人群量

大、面广、层次不一，必须坚持
将扩大就业与创新创业相结
合，通过落实小额贷款等扶持
政策，利用大学生创业园等孵
化基地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
开展校企合作、委托培养等方
式加快培养产业转型急需的技
能型人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设置公益岗，多措并举解决就

业问题。
在保安居方面，济南将全

面完成省下达的棚户区改造、
廉租房建设、农村危房改造任
务。此外，还将创新保障性安居
工程管理机制，逐步从实物保
障为主向建设和租赁补贴并
举，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把部分
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转为公租
房。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符合条件存量房

或可转为公租房

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环境
整洁，这是每一个市民的心愿。
杨鲁豫提出，要积极面对群众
的这些期待。济南要推进城市
发展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
型，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发展、区
域融合发展。

杨鲁豫在讲话中说，济南
要以治霾为重点推进生态环境
建设。杨鲁豫表示，大气雾霾涉
及面广、关联度高，要坚持标本
兼治，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十大行动”，除了对建筑工地、

黄标车、燃煤锅炉以及钢铁、水
泥、石化等重污染企业限期治
理，实施零排放改造、停工、淘
汰等强制措施外，还要加快东
部老工业基地搬迁和工业余热
利用，扩大清洁能源推广使用，
搞好能源替代。积极推动社会
力量参与城乡绿化、净化、亮
化、美化，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
产生活环境。

此外，济南还将促进城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今年济南
要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推

进济青高铁、石济客专等城际
交通设施建设，启动国道、省道
改建和轨道交通等横贯城乡的
交通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快速
路网和一批主次干道建设改
造，优化城乡公交线路，构筑贯
通城际、畅通城乡的交通网。

还要加快推进一批水生态
治理、河道整治工程和城乡污水、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处理以及老
旧管网、综合管廊、水厂建设、供
热改造工程，确保重大基础设施
和社会服务互联互通、覆盖县域。

加快工业余热利用

推进济青高铁建设

近期，随着经济增速下滑，政
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各
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现。山东省
内有的城市已经出现了企业联
保资金链断裂问题，济南市也有
一些小额贷款担保公司跑路。

为防止出现此类问题，杨

鲁豫提出，济南要建立健全化
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加强
监管协调和预期管理，建立有
效应对机制，严控债务规模，防
范和化解财政债务风险。对于
金融风险，要全面落实监管责
任，密切关注企业资金链运行

状况、互保联保问题，加强银行
间协调配合、信息共享，防范大
企业资金链风险。依法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集资、非法揽储、票
据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坚决
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

健全风险化解机制

防范发生金融风险

今年，济南将落实好中央
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调整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等
一系列措施，增强大众的消费
能力。围绕促进健康养老、电子
商务、信息、旅游、住房、体育等
六大领域消费，策划一批新项
目，促成非遗园、龙岗梦幻星空
等一批大项目尽快建成投用，

吸附更多增量消费。
济南还将加大力度发展养

老产业。据了解，目前济南老龄
人口已超过110万，每年还在以
3%以上的速度递增。杨鲁豫在
讲话中说，要鼓励支持企业和
社会力量举办更多养老、健康
医疗机构，开发创造更多的养
老产品，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需求。
此外，济南还将加快电子

商务和物流快递协同健康发
展，培育一批电子商务产业园
和电商骨干企业，引导批零、住
宿、餐饮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促进本地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最大限度地拉动本地产品
消费。

尽快建成非遗园

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本报 1月 6日讯（记者 刘雅
菲） 6日，济南市召开全市经济工
作会议。记者从会议上获悉，济南今
年计划推出20项重点领域改革，还
将推广国家和省的41项改革试点。

“围绕解决制约发展的问题，着
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以扩大开放
倒逼深层次结构调整，为省会经济
提供更好的动力支撑。”谈到明年改
革方面的重点工作时，济南市委副
书记、市长杨鲁豫说：“济南今年计
划推出20项重点领域改革，加上推
广国家和省的41项改革试点，任务
非常艰巨。”

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杨鲁豫
表示，当务之急是针对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房地产调整影响扩大、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等突出问题，推出既
适应当前需要、又利于长远制度安
排的系列改革举措，抓紧制定财税、
国企、金融、农村等重点领域改革方
案及实施细则。还要加大行政审批、
投融资、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措施，
对企业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
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
必须为。

“各部门不能只看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要少算部门利益‘小九
九’，多算改革带来的大红利，同心
协力推动改革不断深入。”杨鲁豫
说，济南还将强化督促评估，发挥社
会舆论作用，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

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
革、文化体制改革，杨鲁豫在讲话中
提到，这四项是济南今年改革的重
头戏。其中，财税改革主要涉及营改
增扩围、预算改革、划分事权与支出
责任等内容；金融改革主要是发展
中小金融机构和加强资本市场建
设，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发展，切实在
健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体制机
制上取得突破；国企改革则主要是
围绕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人治理
机制、混合所有制经济展开。“这三
个改革都是前导性的，要抓紧推进，
抓出实效，带动其他领域改革措施
加快实施。”杨鲁豫说。

文化体制改革则主要是深化文
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
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文化单
位转企改制，支持重点文化企业、产
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做大做强，努
力将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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