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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专家支招高新区发展

基基础础设设施施要要完完善善，，发发展展要要低低碳碳
本报记者 孟燕

省人大代表张刚：

文化建设
也需跟进

规划让城市更美好，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新东
城、新高新”之后，还要加两个
词，一个是“新高地”，一个是

“新崛起”。高新区的教育、医
疗、商业、交通，大家都非常关
心，规划中有了，下一步该把这
些切实落地。

还有我们的民生保障，水
电气暖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济南的“暖”是一个大的痛
点。为什么说高新区是“新崛
起”？因为它和老城不一样，
老城区有不少供暖孤岛，高新
区欠账少，在下一步的建设中
把“暖”的问题解决掉。还有
水，东部供水要给力，希望高
新区在建设中把这些基础设
施都保障好。

在控规里也提到了文化
设施，齐鲁晚报是一个文化单
位，也涉及文化产业。对这些
公共文化设施、文化馆、文化
场所，有没有可能我们共同来
打造，因为人的城市化才是真
正的城市化。新市民和老市
民，他们怎么样共同融入一个
新城市，这里面有很大的课题
要做。

高新区的文化设施可以让
齐鲁晚报作为一个建设单位共
同参与、共同开发、共同建设，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文
化“新高地”。

省政府参事邓相超：

补齐短板
需突破三大瓶颈

高新区在人们的关注下，
它长大了、长高了，但是还没有
长强。

以往是单独一个园区，现
在发展到多个园区，由单一的
点到多个点，由单一园区到
多个园区，网络化的格局已
经形成。我们管单一园区的
管理模式有没有改变？在发
展的过程中，高新区基础设
施投入上有一些欠账，像教
育、医疗、公共交通等。我想
不突破这些，发展想再上个
层次非常困难。

提几点建议。第一，济南
高新区在国家高新区定位的
几个功能上，满足不满足、有
没有短板？原来是三个功能，
高等教育、科研开发、现代化
产业，现在要补上两个，居
住、城市服务，是五个功能。
这五项功能有没有短板？有没
有缺环？比如高等教育，高新
区能不能为驻济的高校，像山
大、山师、建筑大学，给它开
扇窗？比如山大某个专家的研
究是很超前的，那给他个研究
所，给他提供办公场所，提供
经费，甚至提供其他的优惠条
件。今后他所有的专利、所有
的成果，高新区首先使用。

第二，高新区的智能装备
园区、生命科学园区，这都是
非常高大上的。高新区姓“高
新”，这个产业一定和高新区
以外的其他产业是不一样的。
你要一定是在这个行业处于
领头羊的位置。

第三，“互联网 +”的时
代，互联网如果+高新，到底

加什么、到底怎么加。假如是
我 们 现 在 找 到 了 一 个 加 什
么、一个怎么加，那我们的互
联网基础设施具备不具备？
我看整个规划的蓝图没有这
一块。像西安高新区，也包括
全国绝大部分高新区都提出
这样的理念，现在已经做到
了，千兆宽带进小区、百兆宽
带进办公楼，十兆宽带进办
公室。如果这一点考虑不到，
我们任何产业想走在这个行
业的前头，想占据高端，互联
网基础设施都不具备，怎么
走？

另一方面，就是交通问
题，这是我们的规划中非常具
体的一个方面，短期和长远是
什么关系？轨道交通是如何布
局的？我们能不能建议把环线
向东部半径延伸一点，能不能
到高新区来？还有一点，局部
与大局的关系？这些都要解
决。

省工程咨询院副总工林源：

基础设施
一定要规划建设好

从接到邀请到今天来到
现场，我一直思考我们的规
划、我们高新区的发展。我想
从高新区发展的横向比，跟全
国先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相比，甚至包括省内的一些
园区的先进经验相比，我们肯
定是有发展的空间，有发展的
潜力，但也有短板之处。从纵
向来比，高新区经过2 5年的
发展，它的成就、取得的成
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济南规划局的专家
给我们介绍了高新区控规的
情况，五大片区的情况。这应
该为我们高新区再次腾飞描
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它的实
施，必将为高新区再次腾飞插
上翅膀。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新东
城 新高新——— 对话未来家
园”，刚才张刚先生又加了新
高地、新崛起，的确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美好的画卷。

这个蓝图的实现，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十分重视
高新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
基础设施，水电路、污水处理
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一
些配套设施，像文化、教育、
医院、卫生、养生、休闲、体
育、娱乐、养老等等，一定要
十分重视这些方面的规划。

现 在 济 南 被 人 戏 称 为
“堵城”，交通拥堵十分严重。
随着我们新区的建设，人口
的聚集、产业的聚集，这种情
况还会出现，我们做规划的
就要预计到这种情况，所以
在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
方面，应该有前瞻性，要早走
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们济南
规划院的专家介绍控规的时
候，交通系统的布局都有所
考虑。

作为我们高新区发展目
标的实现，改革也好、开放也
好、产业布局也好、平台建设
也好、科创中心建设也好，你
没有一个良好的、效率高的、
比较完善的一个交通网络，一
个配套设施网络，恐怕我们的
目标实现不了。在现在工作的
基础上，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建
设。

济大工程咨询研究中心主任孙英明：

倡导低碳产业
和低碳生活

高新区发展到现在3 0 0
多平方公里，产业也在腾笼换
业，建筑住宅也在发展，甚至
有些都已经迈向“国际化”
了，发展非常好。

我有一个小建议，今天是
控规，控规是我们建设的依
据，下一步就是一个建设的进
度问题。这么大的建筑体量，
我觉得能耗是非常大，水电气
暖这是免不了的。我们大家都
知道，雾霾现在非常厉害，表
面看是一个环境问题，但实际
上是高能耗。我们能不能朝低
碳产业、低碳经济、低碳生
活、低碳生态发展，这是我的
一点想法。

1991 年，济南高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级高
新区之一。在经历了飞速发展的 25 年后，面对当前经济新常态、

“互联网+”新形势，济南高新区如何改革创新，实现再次创业？
在齐鲁晚报联合济南市规划局、济南高新区管委会主办的

“新东城 新高新——— 对话未来家园”规划发展论坛的现场，不
少智库专家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五大片区控规受到市民关注。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高新规划详情，市民听得津津有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5日，在活动现场，论坛嘉宾踊跃发言。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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