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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C06 今 日 济 南 C05

政协委员为建设现代泉城建言

为为县县域域经经济济让让个个道道，， 咱咱市市域域路路桥桥就就别别收收费费了了吧吧

拉近县域距离

尽快实现市域路桥零收费

一说济南经济发展的短板，
县域经济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经科委副
主任刘燕针对县域经济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需要围绕县（市）区的
区位、资源优势，明确县（市）区发
展方向和重点。”刘燕认为，每个县

（市）区都能够围绕产业基础和资
源条件，大力推动县域园区错位发
展，突出“一县（区）一园区、一园一
特色”，加速培育出省内叫得响、全
国有优势的产业集群或产业基地，
增强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坏，对县
域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济
南的民营经济如何尽快实现整体
提升和群体拓展，走出一条集中
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的快速
发展之路，是做活民营经济，进而
壮大县域经济的关键。”刘燕说。

刘燕认为，壮大民营经济要坚
持“非禁即入”原则，要少一点限
制，多一点扶持。在民营企业投资
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等方面，
真正形成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
创业、民众自主创业，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此外还要

加快县域国有、集体企业体制改
革。将市区企业下放或转移到县

（市）区的同时，加大国有、集体企
业的改制力度。鼓励支持民营经济
参与国有、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革，
调整优化县域经济结构，着力培植
壮大民营经济，促进民营经济向科
技化、外向化、规模化发展。

菜贱伤农、农产品滞销，这种
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刘燕建议，发
展民营经济要推广利用、参与、建
立“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
业态、新平台，大力发展“一村一
品”为特点的专业化生产模式，通
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强化规
模化生产，解决一家一户分散经
营、信息不畅与市场脱节等问题，
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发展县域经济，打通瓶颈是
关键，交通就是瓶颈之一。对此，
刘燕建议加快县（市）区交通基础
设施与中心城区的衔接配套，拉
近县域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减少
或迁移市域内路桥收费站点，尽
快实现市域内路、桥零收费，为欠
发达县域接受省城辐射、加快发
展步伐创造基础条件。

打造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与山东经济文化强省相适应的现代泉城……济南的美好将
来已经清晰地浮现在市民眼前，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每一位市民
为之努力。8日，济南市政协十三届十九次常委会议上，政协常委
围绕“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建言献策。

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

最大财富是金融人才集聚

打造区域性金
融中心，对济南的
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发言中，济南市
政协秘书长、民建
济南市委副主委邢
乐成对此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邢乐成认为，
金融中心是济南金
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等金融要素的集聚
地，具有十分明显
的“区位集聚”特
征，因此，才有了金
融中心的“洼地效
应”和“高地效应”。
从国内外的金融中
心来看，“区位集
聚”是金融中心的
显著特征。“华尔街全长只有1 . 54公
里，却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标；一提
陆家嘴，就知道是上海的金融中心；
一提金融街，就知道是北京金融中
心；一提深南大道蔡屋围，就知道是
深圳的金融中心。”济南的金融中心
的打造应该符合“区位集聚”的打造

规律，让济南也有个叫得响的中心。
此外，要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

济南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金融人才集
聚。“一方面，济南是各大商业银行

（中行除外）省级分行的所在地，也
是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管理总
部的所在地，集聚了大批金融从业

人才；另一方面，驻济高校中有一大
批金融人才，这是省内乃至一定区
域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邢乐
成认为，对这些人才真正重视起
来，才能打造出济南的区域性金融
中心。

建立招商“云后台”

最大限度减少审批和收费事项

招商引资被称为经济工作的
生命线，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主
席唐一林发言中对招商引资工作
提出了“互联网+招商”的建议。

唐一林建议，济南需要建立
招商网络平台和招商引资信息平
台并做好各平台间的信息处理及
反 馈 ，依 托 济 南 的“ 产 业 电 子 地
图”和工程咨询专家库，与有关经
济建设部门招商负责人员有效链

接，形成招商工作“云后台”支撑，
为招商一线人员和投资商实时回
复有关产业政策、落地条件等问
题的咨询，指导服务具体招商工
作。

此外，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方
面，也需要进行创新。建议创新扶
持方式，改政策优惠为资本投入，
变无偿扶持为投资入股。建议在
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中，设置

专项指标，加大考核权重，强化激
励机制，对在考核中成绩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唐一
林建议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审 批 和 收 费 事
项，落实好“一站式办公”、“限时
办结”、“特事特办”等工作要求，
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做好协调跟
踪服务，打造公平的投资环境。

制造业发动机需磨合

拉长装备制造业产业链

刚刚结束的济南市委十届八
次会议提出，要把制造业作为“打
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最强
大的“发动机”，集中精力、集中
资源，全面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

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济南
市委副主委李景全认为，装备制
造业是济南的传统和主导产业，
产业基础雄厚，主导产品市场占
有率较高，重点骨干企业技术装
备水平较先进。但济南的装备制
造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产业集群
度不高，产业链条短，布局分散，

集群竞争力差，“有龙头无产业”
与“有产业无龙头”并存。

李景全举了几个例子：“以济
南二机床为例，曾经每年有50%的
配套部件从省外采购，本地采购
只占29%。中国重汽如此长的产业
链，曾经有80%的配套来自济南市
以外的企业，因此他们建立了自
己的园区，建立自己的发动机厂、
变速箱厂和桥箱厂，逐渐在济南
拉起自己的黄金产业链。”

他建议要学习借鉴外地和本
地的成功经验，通过科学的政策

和合理的规划加以引导，最大限
度地拉长装备制造业产业链条，
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为了激发行业的研发热情，
李景全建议对购买地产首台（套）
产品的用户，按购买价给予一定
比例的补贴，提高用户使用地产
首台（套）的积极性。对研制国产
首 台（ 套 ）的 装 备 企 业 ，以 首 台

（ 套 ）研 发 投 入 或 者 实 现 的 收 入
为基数，给予相应比例的补助支
持，提高企业抵御研发风险的能
力。

建交通娱乐购物一体地下城

提升轨道交通吸引力

济南的第一条轨道交通线
路即将开始建设，乘坐轨道交
通出行将不再是梦。市政协常
委、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李中赋建议，要治霾
治堵，得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其
中，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李中
赋建议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施工进度，尤其要加快
轨道交通M线的前期工作，使
轨道交通真正在中心区发挥缓
解交通压力的作用。同时，要始
终注重优良的轨道交通运营环
境的建设，充分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建立集交通、饮食、购物、
娱乐等于一体的地下城，将人
流由地上引入地下，减轻地面
压力，提升轨道交通吸引力。

“目前济南公共停车场严
重匮乏，按照国际通行惯例1:
1 . 2的车辆泊位测算，缺口已
超过100万个。”李中赋发言中
提出，应尽快颁布完善具有可
实施性、可操作性 的 政 策 意
见，把公共停车场明确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范畴，由政府
推动，给予政策优惠吸引社
会资金投资建设，并形成机
制；保障规划公共停车场用
地的供应，建成后加强监管，
保证公共停车泊位始终向社
会开放使用；对机械式、简易
式车库在政策和规划上进行
认可，理顺简化审批流程，大
力推广，这是迅速、灵活、低成
本提供车位的重要方法。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王晓敏
车辆通过黄河大桥。（资料片）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济南（奥体）中央商务区将被着力打造为区域金融中心、总部聚集中心。（效果图）

济南轨道交通R1线高架段正在初勘。 (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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