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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打工一天少跑90公里，企业跨河转移降低成本

黄黄河河变变内内河河，，““河河北北人人””要要进进城城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熊瑜

节假日堵车
黄河北悄然“热”起来

济南市民周茁在大桥镇工
作，多少年来他几乎天天往返
于城区和黄河北。最近，他发现
黄河北一带跟以前不大一样
了。“原来这里从来没见过堵
车，去年开始，每逢节假日，森
林公园一带就车水马龙的。”周
茁说，虽然堵车不是什么好事
儿，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
今的黄河北悄然“热”了起来。

从小就在鹊山一带长起来
的王和龙感觉更加明显。“车多
了，人多了，过来玩的也多了。”
王和龙总结。而这个变化从黄
河大桥免费后变得尤为突出，
成为黄河北蜕变的一个缩影。

王和龙回忆，鹊山一带以
前也算得上是济南的桥头堡，
原来这里堪称济南最繁华的地
方、也是北部离济南城区最近
的地方。“这里是码头，小时候整
天看来往船只穿梭。”王和龙说。
后来随着黄河浮桥建起来，这里
渐渐失去了往日繁华的景象。

“一条河就把这里和城区
阻断开了。”王和龙说，这里的
老百姓习惯用“河南”、“河北”
称呼黄河的南北岸。在他们看
来，“河南”是城市，“河北”就成
了农村。

这种印象不仅仅只存在于
当地人的感觉中，也是实实在
在的现实。“站在鹊山上，往南
一看全是高楼大厦、灯火通明；
往北一看则是大片大片的土
地。”王和龙说，两者之间的差
别实在太大。

在很多济南市民的心里，
提起黄河北也觉得比较遥远。
王和龙说，实际上，从泉城公园
到鹊山，不过十六七公里、20多
分钟的路程。

随着济南新区方案申报，

尤其是3月16日起本地小型车
辆可以免费通过黄河上三座大
桥，很多人感到黄河北有望和
城区再次连成一片。北岸居民
也将不再是“河北”人。“别的不
说，光上下班，来回一年就能节
省不少钱。”周茁说，这种实实
在在的好处更加让人感觉黄河
北融进了城市。

回河镇有望将
济南市区济阳连成片

申报济南新区的同时，前
期三座黄河大桥实现了免费通
行，这对济南市民和黄河北的
区县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
实惠。打破了这一地区的交通瓶
颈，而未来类似的配套建设也将
渗入到当地的方方面面。

位于济阳县城西南的回河
镇，是连接济阳县城和济南市
区的节点镇。“济南新区申报成
功以后，作为紧邻黄河的回河
镇，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融
入济南的步伐将会迈出实质性
的一步，济南郊区会真正的变
成济南城区。”回河镇党委书记
常为民表示。

据介绍，济南新区建设给
他们带来很多美好憧憬。一方
面这里城市化水平将显著提
高。回河片区将紧密融入济南
主城区，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配套齐全的新兴城市综合
体。既是济阳县城拓展的济北
新城区，又是济南部分城市功
能的转移区、产业发展的延伸
区。从社区规划建设到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都将稳步推进，形
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
新格局。

此外，这里将建设成为综
合型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引
进优质项目的新平台，信息、生
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实
现突破，凸显国家级园区的品
牌优势。

人民生活方面，随着基础
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居民的生

产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教
育教学环境均会大幅提升。社
会保障机制也将不断完善，居
民养老、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水
平有所提高，城乡居民的腰包
也会鼓起来。

土地用途有限定
涉农企业想扎根

说起济南旅游，虽然一直
有“南山北水”的说法，但受经
济水平、城市配套等影响，以往
很多人不爱往北去，北水的优
势难以凸显。济南新区建设将
真正让北水在济南旅游中成长
起来。众多农业观光项目扎根，
也能成功吸引城里人。

据大桥镇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鉴于规划中对土地用途等
的限定，目前不少涉农企业有
意在此扎根。比如济南缘圣泰
观光农业产业园总经理董振全
早在2014年就瞅准了北跨可能
带来的机遇，开始在这里打造
他的农业观光项目。

“鹊山地理位置优越，离市

中心很近，在这搞观光农业、为
城里人提供周末休闲度假的场
所，肯定有市场。”董振全说，他
的观光园现在有果树、蔬菜、采
摘长廊、观光区、餐饮生活服务
区，还有九亩的水面专门用来
养鱼。最近他还特意从微山湖
带回来小龙虾养殖。

类似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周茁目前也在此发展了自己的
杏坛农场，一期工程已经部分投
入使用。他的观点和董振全一
致：济南新区将为他们的后期发
展带来政策和环境的利好。

“这里旅游要是发展起来，
不逊于南部山区。”王和龙对家
乡的山水也是赞不绝口。他说，
其实黄河北有山有水有历史文
化，空气环境也好，而且这里离
市区更近，“过了黄河就是”，因
此未来这里成为济南人休闲度
假地并不难。

企业跨河降成本
家门口打工不是梦

“这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年

轻人都在市区打工。”王和龙
说。据回河镇工作人员介绍，镇
上有很多人每天到市区务工。
然而，往返市区路途远、花费
高，对他们来说时间和经济成
本比较大。

他们希望更多有实力的企
业能在黄河北岸落户，实现家
门口打工。“我们在市区打工，
虽然机会多，但每天往返90公
里以上，早起晚睡，特别累。”回
河镇后封村的李文杰表示，以
前黄河大桥收费，济南市区的
产业跨河转移受限，导致黄河
以北产业发展缓慢。家门口企
业少，就业机会有限。

“济南新区的规划申报成
功以后，在我们这建起的企业
肯定越来越多。到时候我们在
家门口打工，不用再来回奔波，
想想就和做梦一样。”李文杰脸
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目前已经有企业瞅准了黄
河北未来发展的前景，开始抢
占先机。“就是看准了回河片区
的区位优势，济南新区申报对
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作为投
资，我们对这里的发展前景很
看好。”山东七运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务水表示。该公司3月
份签约落户回河镇，投资1 . 2
亿元，建设机械制造项目，主要
生产立体车库、自动化货梯、升
降机械等。

济南新区的规划，将会有
更多的优惠政策、发展政策集
中到黄河以北，极大降低跨河
转移企业的成本，提升黄河北
的招商吸引力，激发更多的企
业将产业发展重点放在这里，
形成产业集聚，黄河北经济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明明只隔一条河，感觉却像从城市跨到了农村。对黄河北一带
的居民来说，随着济南申报国家级新区，这种情况或成为历史。届
时黄河北岸一带不光会涌现大批风景宜人的乡村游度假地，从市
政设施到交通配套也会跟进，让这里市民真正成为城里人。

黄河浮桥成为连接两岸的重要纽带。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黄河北农业观光游越来越热。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解码新济南⑤


	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