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清河完成重载试航、济郑高铁全线通车、轨交二期建设6条线路进展顺利……2023年，济南“强省会”建设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2024年是济南实施“十四五”规划、推进强省会建设的关键一年。2024年，济南工作如何谋划部署？
改革怎样持续推进？走好新的“赶考路”，济南拥有怎样的“底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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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今天天 阴阴转转晴晴，，--44℃℃——55℃℃ 明明天天 晴晴，，--33333℃℃——77℃℃ 后后天天 晴晴，，00℃℃——1100℃℃济南市区天气

2023年12月8日，列车驶过济郑高铁长清黄河铁路特大桥。当日，济郑高铁全线贯通运营。 新华社发

牵手中原城市群，与多个都市圈联系更加便捷

打开发展纵深 济南全速飞奔
“早上在济南吃把子肉，中午在郑州喝胡辣汤。”随着济郑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济南

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乃至黄河流域的碰撞，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提供新动能。

“强城”时代下，都市圈已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极。如今，都市圈之间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圈与圈之间也在探索实现共赢多赢。济南都市圈应当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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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大济南”
发挥“圈心”带动力

元旦假期，在济南上大学的
刘飞从长清站“打”了趟高铁回到
了聊城老家。济郑高铁的全线开
通，让济南聊城实现高铁通达，这
意味着济南都市圈快速交通网又
完成了一块重要拼图——— 除滨
州、东营外，济南都市圈已实现高
铁串联，待2026年济滨高铁建成
通车、2027年津潍高铁通车后，济
南都市圈将实现“城城通高铁”。

2020年，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
加快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促进济南、淄博、泰
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7市“一体
化”布局。“7城抱团发展，济南都市
圈区域一体化的框架已经拉开，不
同城市之间借力赋能、协同发展的
步伐稳步推进，并且一些效果已经
显现出来。”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吴学军认为。

都市圈强，需要强“圈心”。纵
观国内国外成熟发达的城市群、
都市圈，无不是有一个经济发达、
辐射引领力强的核心城市在带
动。近日公布的《山东省黄河流域
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中，提出“一圈两带五区”的概念，
其中“一圈”就是济南都市圈。

“大济南”也随着“强省会”等
战略的密集布局，展现出“圈心”
的作用。“从国家区域整体的规划
和济南的区位优势来看，济南居
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责无旁
贷是‘圈心’。”吴学军认为。

“圈心”的实力决定都市圈的
高度，周边地区发展得好不好，一

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效应。在吴学军看来，
“以济南的城市能级和区域辐射
能力，完全可以肩负起引领周边
城市一体化发展、打造区域经济
核心增长极的使命担当。”

济郑“牵手”
打开中原腹地大门

济郑高铁是济南打开通往中
原腹地一扇新大门的“金钥匙”。
济南通过郑州可以便捷抵达西
安、太原，并且进一步可以通过郑
渝高铁等线路，南下沿长江直达
西南地区，融入成渝都市圈、中原
城市群。

此外，济南通过郑州连接西
安、兰州、西宁等沿黄城市，连接
起“一带一路”的大通道，将“一带
一路”向东延长形成“一字型”黄
河经济带。加快沿黄9市要素集聚
水平，济南作为黄河流域对外开
放的门户，将成为拉动沿黄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引擎。

不靠海、不沿边，作为内陆城
市的济南，不仅想“牵手”各大都
市圈，发展的征途还要走向星辰
大海。

2023年12月10日，千吨级桅
杆式起重机部件成功运抵海南东
方市八所港，从济南出发的“宝瀛
6”号多用途船顺利完成小清河航
运的首次“河海直达”运输任务。

向南，通过小清河与京杭运

河相连，串联起都市圈内的德州、
聊城，内河航运可以直接进入国
家航道网，通过水路直达长江、赣
江、湘江，真正把山东内河水路运
输全面激活。向东，小清河成为贯
穿山东省中部工业走廊的一条内
河水运大通道，与省会经济圈和
胶东经济圈相连，东出渤海连接
海上丝绸之路。

“从一般规律看，都市圈是形
成城市群的重要基础。”吴学军表
示，置于北方大城市群规划视角
来看，济南都市圈链接起郑州都
市圈和西安都市圈，实现三圈相
融。届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更
加便利，或将重塑北方区域经济
发展格局，实现更大层面的共赢。

济南都市圈的未来，将北接京
津冀、南连长三角、东承环渤海经济
圈、西通中原经济区，具有承东启
西、衔南接北的特点。济南都市圈将
全面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

“出海”向外借力
拓展朋友圈

“济南都市圈要脱颖而出，应
当放宽眼界，成为山东对外开放
的新前沿。”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
济研究院院长、教授董彦岭认为，
连通四海的“大交通”网的构建，
让济南有底气成为一座外联内畅
的开放之城。

2023年12月28日，济南董家铁
路国际货运中心，一列满载着空调、

干衣机等家电的火车驶向俄罗斯，
标志着济南2023年开行中欧班列突
破1000列大关，济南也成为山东首
个中欧班列开行破千列的城市。

中欧班列开行6个年头，通达
20多个国家的47个城市，一列列
班列让越来越多的“济南造”走出
国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
只是济南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大交
通的构建就会失去价值，都市圈
建设就等于无源之水。”吴学军认
为，虽然当前济南发展取得了一
系列新成就、站上了发展新高度，
但仍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出
海”向外借力是关键一步。

对此，济南也深谙这一点，迫
切搭建“走出去”“请进来”平台。

聚焦当前济南四大主导产业
和十大标志性产业链群，2023年，
济南组织了儒商大会、中日产业
创新发展交流大会、民营企业500
强峰会等推介活动；引进世界500
强、中国制造500强项目53个。

2023年7月，济南在德国法兰
克福召开了“济南－德国智能制
造产业高端交流会”，此次出访成
功签订合作意向9个，其中8个为
对德合作项目。“德国一直是济南
的老朋友。”济南市投资促进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洪伟表示，2023
年，济南不仅访问了德国、韩国、
日本、新加坡等老友，还在非洲结
交了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新
友，国际“朋友圈”扩展到欧亚非

三大洲。

有“标兵”还有“强兵”
全力追赶才有出路

2023年，沈阳、杭州、郑州、广
州、深圳先后宣布晋级国家级都
市圈。至此，国家级都市圈数量已
快速增长至12个。济南发展都市
圈形势时不我待，可谓前有“标
兵”、周围有“强兵”。

《山东省黄河流域国土空间
规划（2021—2035年）》中，对济南
都市圈有了明确的要求，从被频
频纳入国家和省的重要规划中
看，山东和济南对于打造“全国影
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势在必行，
也任重道远。

在董彦岭看来，进一步做强
“圈心”是“牛鼻子”，借助交通优
势和区位优势，济南借力交通网、
协同沿黄，进一步引导高能级服
务和高端要素加快聚集，提升科
技创新策源功能，打造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引领
区、我国北方地区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都市圈发展，济南不能唱独
角戏，只有产业联动、区域协同发
展才能驶入“快车道”。都市圈内
的城市要明确定位，有的以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
主，有的以文化旅游、科研创新为
主，有的则要突出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最终，都市圈内形成创新引
领的区域产业体系和协同创新体
系，完善环境污染联防联治机制，
健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

事实证明，在各类资源的加
持下，才能跑出区域协同发展“加
速度”，圈与圈之间，也能探索出
更多共赢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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