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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荐赵庆收，他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医者仁心“。希
望齐鲁晚报凡人歌栏目继续挖掘更多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让
更多人做一名重信重义的人。祝凡人歌栏目像一首美丽的
歌，唱响山东，唱响全国！

——— 刘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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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拟建四级中心城市体系，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75%

济济青青1155年年后后变变““特特大大城城市市””
近日，省住建厅发布了《山东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

2030年）》（草案）公告，并将规划公示。至2020年，我省常住
人口约10300万，其中城镇人口约6700万，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6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5%左右；至2030年，全
省常住人口约10600万，其中城镇人口约8000万，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
题。

根据规划，我省实行以核
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引领、县级
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重点的空
间优化战略。进一步强化济南、
青岛两大核心城市功能，形成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
响力的大都市。

根据城市集聚辐射影响能
力，我省将建构四级中心城
市体系，济南、青岛定位为区
域中心城市，烟台、临沂、济
宁定位为地区中心城市，另有
12个市域中心城市和86个县域
中心城市。

到2020年，济南、青岛城区
人口达到400万人以上；淄博、
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
泰安、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
城、滨州、菏泽等14市城区人口
达到100万-300万；50万-100万

人的中等城市15个；20万-50万
人的I型小城市50个；20万人以
下的II型小城市22个；10万人以
上的建制镇12个，5万-10万人
的建制镇约50个，其余在5万人
以下。

到2030年，济南、青岛两市
城区人口500万以上，进入特大
城市序列；烟台、临沂两市城区
人口达300万-500万，成为I型大
城市，淄博、枣庄、东营、潍坊、济
宁、泰安、威海、日照、德州、聊
城、滨州、菏泽12市城区人口100
万-300万，成为II型大城市，另
有27个50万-100万人规模的中
等城市，53个20万-50万人规模
的小城市，7个20万人以下的小
城市；10万人以上的建制镇20个
左右，5万-10万人的建制镇60
个，其余建制镇5万人以下。

到2030年，全省将构建“双
核、四带、六区”网络化城镇空
间体系。

双核即济南、青岛两个核
心城市，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提高高端服务功能和科技
创新能力，深度融入全球城市
网络，辐射带动全省城镇加快
发展。济南应充分发挥省会城
市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服
务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新
技术产业，努力建设成为区域
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
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黄河
中下游地区中心城市及区域性
国际城市，协同章丘、济阳、齐
河、平阴等县市，共同建设济南
都市区；青岛依托开放优势，紧
抓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大力发展金融财富、总部商务、
商贸物流、旅游会展等现代服
务业、先进制造业及海洋新兴

产业；以环湾地区为核心，联动
周边胶州、平度、即墨及莱西等
城市，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都市区，建成东北亚国际航运
枢纽、海洋产业先行区及国际
海洋科研教育中心、国际滨海
旅游度假胜地。

四带即壮大济青聊、沿海、
京沪、鲁南四条城镇发展带。其
中，济青聊城镇发展带以胶济、
济聊铁路及蓝烟、烟威铁路和
高速公路形成的复合快速交通
走廊为支撑，联系济南、淄博、
潍坊、青岛、聊城等重点城市，
向西与中原经济区的“济（南）
郑（州）渝（重庆）”发展轴对接，
是全省发展的中脊。

沿海城镇发展带由青岛、
烟台、威海、日照沿海城镇组
成，将成为联系东北地区和东
部地区两大经济板块的重要通
道，承载更多国家层面功能。

六区即强化培育济南-淄博-
泰安-莱芜-德州-聊城、青岛-潍
坊、烟台-威海、济宁-枣庄-菏泽、
东营-滨州、临沂-日照等六个城镇
密集区，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形
成全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载体。

其中，济南-淄博-泰安-莱
芜-德州-聊城城镇密集区，规划
2030年总人口达到3500万左右，
城镇人口2500万以上，城镇化水
平75%左右。发展定位是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山岳、泉水旅游胜地，

山东半岛港口群向中西部腹地延
伸的枢纽区域，环渤海南翼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科教研发、高新产
业基地，山东中西部高度一体化
发展的城镇密集区。

以济南为山东省中西部发展
核心和对接全球城市体系的窗
口，整合提升济青聊发展轴和京
沪发展轴，加快培育济南都市区，
构筑“一个核心（省会济南）、两个
圈层（以济南为中心，70公里为半
径的紧密圈层和150公里为半径

的辐射圈层）”的城镇布局。
此外，规划还提出对244个国

家重点镇和省级示范镇进行重点
培育，将其发展成为县域次中心。
从中选取30个人口规模大、发展
基础好、辐射能力强的镇，采取强
镇扩权措施，按城市标准规划建
设，形成县级副中心，长远培育成
为小城市。实施扩权强镇，赋予其
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县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适度降低设
市标准，渐进推动“镇改市”试点。

本报记者 孟敏

济青作为双核，辐射带动城镇化加速

到2030年，只剩莱芜不是大城市

将244个镇打造成县域次中心

本报记者 喻雯 范佳

根据《山东省城镇体系规划
（2011-2030年）》（草案），至2020

年，济南规模等级为城区人口
300万-500万人的I型大城市，而
非 此 前 一 直 被 认 为 的 特 大 城
市。专家认为，退出特大城市，对
济南并非坏事。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岗说，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要求，严控特大城市人
口规模，而对大城市则要合理确
定落户条件，“济南重新定位为

‘大城市’，有利于人口户籍政策
的放开，人口好落户了，对济南的
扩张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需求的
激发都是有利的。”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
学副研究员周德禄认为，“之前一
提济南是‘特大城市’，给人感觉
就是人口超负荷了。其实，当前济
南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城市

病，而是辐射带动能力不足，这也
是山东发展的短板。”周德禄认
为，“降级后”，济南城市发展的可
操作性更强了。

山东省社科院人口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李兰永认为，这会倒逼
济南优化升级，“大城市为早日晋
升特大城市，会加大公共服务投
资，如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投
入，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
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这会为老
百姓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济南“降”为大城市，空间反而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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