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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国务院批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省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要实施好总体方案，加加
快提升济南、青岛、烟台核心地位，发挥其他14市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带动作用，支持济南加快建设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形成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的新旧动能转换总体格局。

28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16位委员中不少人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问题建言献策。下午政协举行主
题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山东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专题记者会，6位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记者 马云
云）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济
南建设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国际医学科
学中心落户济南市槐荫区以来，一直保
持了非常高的关注度，28日，省人大代
表、济南市槐荫区区长朱玉明向记者透
露，齐鲁医科大学今年上半年开工，中
心将努力把山东籍专家请回来，并制定
对本地专家的培养计划和优惠政策。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定位是
立足山东、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目标是
建设在国内国际都领先的一流综合医
疗服务中心。“今年恰逢槐荫依托京沪
高铁西客站开发建设西部新城的十周
年，而中心就位于西客站的西侧，是继
高铁新城建设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新
城开发建设，这对于提升槐荫产业层
级，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提高槐荫在全

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
将起到极其重要的带动作用。”

朱玉明介绍，这个区域不是医疗
医学资源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崭新
的“产城融合”发展典范，要在城市建
设和产业发展上实现有机融合、合理
布局、有序开发，同步推进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

朱玉明介绍，目前中心的规划编制

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整合拆迁全面
启动，安置房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招
商引资方面，“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库山
东创新中心等30余个重大支撑项目签
约入驻，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医疗科研基
地去年已开工，齐鲁医科大学今年上半
年开工，泰和诚肿瘤医院、迪安诊断精
准医学产业基地等项目正在选址。”朱
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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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建言献策

济济青青烟烟““三三核核””这这样样引引领领

齐齐鲁鲁医医科科大大学学拟拟于于上上半半年年开开工工
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打造“产城融合”典范

济南：
先行区对标雄安
上半年三桥将陆续开工

在济南，先行区“肩负重任”。黄河从
这里穿流而过，既把山东“一分为二”，也
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分界线。济南市希望借
此为经济注入新活力，将先行区建设成为
黄河下游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解决济南
黄河两岸融合发展的问题。同时创造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解决全国黄河以北经济
动能不足的问题，为全国提供经验和发展
模式。

省政协委员、济南市科技局局长、
市创新办主任吕建涛说，在规划上，济
南市给先行区的定位是按照“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山东风格、泉城特色”，对
标雄安新区，“现在正在寻找国内外知
名的策划机构来规划先行区建设”。

先行区初步规划范围1030平方公
里，黄河以北占730平方公里，其中产业
区300平方公里。而在产业区里，要规划
出10平方公里的“引爆区”。

目前先行区建设已经实质性展开。
去年底，泺口黄河隧道已经正式开工。
今年上半年，三桥也要陆续开工，“将来
建多少黄河大桥要根据新区建设需要，
做统一的规划考量。”

重大工程中，济南从哪里突破？省政
协委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长英认
为，济南可以在科技上发挥更大的优势。

济南市也确实正在这上面发力。吕
建涛介绍，济南马上就要组织制定先行
区的科创中心建设专项规划，并将让已

有政策在先行区建设中首先落地，“要
让需要的人才首先在先行区安家，让重
大科技成果首先在先行区转化，一些重
大的平台也要在先行区转化。”同时还
要研究先行区新的配套政策。

招商引资方面，同样要将优质资源
集中在先行区，“今年我们给各个县区
都下了科技招商的任务目标，而且已经
列入考核体系。招引的国际知名研究机
构和院所分支机构要首先落户先行区，
世界500强的研发机构要首先落户在先
行区。”

青岛：
发力海洋经济
三年后占GDP比重1/3

西海岸、蓝色硅谷……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青岛元素不少。作为三核之一，
青岛锁定了一个目标：打造国家东部地
区转型发展增长极。

青岛提出，要强化西海岸新区、蓝
谷核心区、高新区和胶东临港经济示范
区四大国家战略承载区，胶州湾老城有
机更新示范带和胶州、平度、莱西等国
家、省级开发区“四区一带多园”引领。

“要实现经济实力位次迁移、创新
能力向国际水平迈进，产业结构迭代更
新、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省政协委
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
姜巧珍说。具体到数字上，到2020年，争
取达到50个规模以上产业、50个规模以
上企业营业收入过百亿，9个产业、2个
企业过千亿。

青岛作为全国的海洋经济特色产
业基地，如何进一步拉长长板，并带动
周边城市发展，形成“从海滨辐射内陆，

从海滨走向深海”的大格局，在全国形
成新动能的重要一极。姜巧珍说，青岛
的海洋经济总量已实现新突破，占GDP
比重达到25 . 1%。2017年上半年增长
15 . 2%，高于GDP增速7 . 5个百分点。海
洋新兴产业年均增速达到22 . 6%。

为进一步提升海洋经济辐射力，青
岛的目标是，保持海洋经济发展增速
10%以上，力争到2021年海洋经济占
GDP比重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烟台：
交通要“通关”
潍烟高铁获准提前实施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
核心城市之一，烟台也有着自己的定
位。

省政协委员、烟台市副市长张波在
专题记者会上提到，烟台要打造全国重
要的智能制造领航区，推进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深度融合，加快从制造向智造的转身；
打造国家海洋经济集聚发展先行区，瞄
准海洋经济发展前沿，以高端产业、高
端技术、高端产品为引领，建设国内蓝
色经济领军城市；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及
成果转化示范区，以及打造面向东北亚
的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

张波透露，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目
前烟台正在抓紧编制《烟台市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将进一步突出产
业体系、经济体制、创新驱动、需求拉动四
个着力点。“在发展医养健康产业、建设国
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和国家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等28个方面先行先试。”

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建设滞后，

是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张波直言，烟台
北部经济相对发达、人口密集的开发区和
龙口、招远、莱州、蓬莱等全国百强县市至
今不通高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引进和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制约了烟台经济社会发展和新旧
动能转换步伐。

烟台下了决心：“要发展，新旧动能
转换要突破，必须把这个最大短板解决
好。”近年来，龙烟铁路建成通车，环渤
海潍烟高铁获准提前实施。

下一步，烟台将抓好烟台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确保到2020年旅客吞吐量超
过1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10万
吨、起降10万架次。计划2021年7月1日
前竣工、投入运营。同时，抓好烟台港西
港区建设，并加快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
建设，龙青高速计划今年6月底前建成
通车，力争文莱高速2018年全面开工。

融合互动：
错位发展
延伸辐射其他14市

三核引领，济南、青岛、烟台如何实现
联动发展？姜巧珍认为，首先要明确各自
具体的功能定位，实现优势互补，即以三
个城市为核心，连点成线，构起区域协同
发展的主框架，推动最大程度辐射至周边
城市发展。

山东经济发展本就存在区域不平
衡，三核引领，其他14个市怎么办？按照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
体方案》，在加快提升三核地位的同时，
将其余14市的特定区域纳入其中，形成
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的动能转换总
体格局。

也就是要强化济南、青岛和烟台对周
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推进资源要素统
筹配置、优势产业统筹培育、基础设施统
筹建设、生态环境统筹治理。促进全省协
调联动发展,健全产业合作利益分享机制,
提高园区、企业、项目配套协作水平,实现
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布局,提升经济发展
一体化水平。

李长英说，济青烟三核是经济强
市，要错位发展，避免形成恶性竞争。在
此基础上形成众多产业链，再向其他城
市延伸，例如由其他城市承接产业链上
的其他产业，以实现区域融合互补。

在28日下午的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专题记者会上，六位政协委员就如何形成济青烟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的动能转
换总体格局发表看法。委员们表示，“三核”要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进而向其他城市辐射延伸。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陈玮 张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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