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地下要空间
小学破解停车难题

“我们小学之前每到上下学
高峰期，周边车流量和停车需求
都会增加，原有的停车位没办法
满足停车接送学生的需求，学校
周边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成了很多
家长、市民头疼的事。”位于青岛
西海岸新区的太行山路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肖焕盛向记者说到。

记者在该小学操场上了解
到，改造前的操场比原操场高6
米，教学楼到操场要下很多级台

阶，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学校操场
也小，完全不能满足当时学生的
活动空间需求。

为此，新区创新土地集约利用
模式，向垂直空间要效益，利用操
场与太行山路约6米的高差，因形
就势的对现有操场改造，建设小学
停车场、地下多功能活动场和配套
商业用房，有效解决了停车难，缓
解上下学期间交通拥堵，最大化拓
展了学校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了
临街学校用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共包含地
下两层，新增191个公共停车位，包
含了50个充电桩。其中为学校教职
工免费提供30个车位，其余部分作

为社会停车场使用。”区公用集团
项目开发中心经理史琼说。

“沉睡”资源再“生金”
进一步激活土地活力

通过改造，将操场标高找平，
去掉了原有的台阶，增加了活动
空间，减少了安全隐患……记者
还注意到，在该学校的操场下不
仅改造成了停车场，还为学生新
建了一个地下多功能活动场。

活动场贯穿地下两层层高，
占地面积约1360平。目前是学校
的多功能活动场，配备了可移动
的座椅、篮球架等设施。平时可作
为羽毛球活动场、篮球场，也可作

为中型会议场地来用。这种多维
立体利用模式，极大扩展了师生
的活动空间和场馆功能。

在破解停车难题的同时，该
项目也进一步激活了土地活力，
实现了土地经济效益大幅跃升。
据了解，项目占地面积5517 . 27平
方米(折合8 . 27亩)，总建筑面积
约9360平方米，若另选址修建同
等规模的停车库，需新增占地约
15亩。项目所在的长江路商圈，周
边土地拆迁成本高，平均为300万
元/亩-400万元/亩。垂直开发模
式充分利用原有操场地下空间，
无需新增供地，节约了4500万元-
6000万元的土地购置费。

与此同时，在学校外，记者看
到八个临街用房，共923 . 7平方
米。“我们经过学校同意后，把这
些门市房用于教培相关业态，通
过停车场及配套商业网点设施的
市场化运营，最大化实现投资回
报，在形成国有企业优质资产的
同时，通过停车及商业运营每年
可实现收入约200万元。”史琼说。

力争到2025年土地利用
质量效益实现“双提升”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集约
用地新模式，增强城市综合承载
力。积极推进用地分层出让、多功

能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增强城
市综合能力和发展韧性。利用批
而未供的边角地建设口袋公园和
停车场，统筹中小学操场地下空
间进行多功能开发，配建公共服
务，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园休闲
需求，打造幸福宜居新典范。”青
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
员、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心主任张
岩向记者说道。

在示范期内，西海岸新区将
提升自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探索走出一条以自
然资源利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径。力争到2025
年，率先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建立由
空间规划、用途双向管控、空间
差异化配置、陆海一体发展成的
空间治理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下,率先完成全部片区
控规、镇域规划和120个村庄规
划编制,国土空间品质和空间效
益实现“双提升”。

“我们计划到2025年，资源数
智化管理系统全面建成，在资源
要素统筹调配、存量整治盘活、动
态监测预警、监管考核评价等方
面，探索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制
度创新成果，在全省乃至全国起
到示范作用。”张岩说。

节约集约用地的山东实践

青岛西海岸新区：向地下要空间，唤醒“沉睡土地”

零碳产业园“练”成记

仲秋时节，记者来到中集零
碳智造产业园，机器轰鸣声此起
彼伏，挖掘机、推土机忙碌作业，
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着反光背
心，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有序地
工作着，一栋栋标准化厂房将陆
续“崛起”，难以想象多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弃空地。

“我们这个项目产业园坐落
在原本利用率不高的河沟地带。
现在正在建设的是一期项目，占
地约319亩，建筑面积14 . 5万平

方米，建成后将为中集来福士打
造一个上下游产业链的平台。目
前这个产业园建成后的意向企
业有十几家，能够极大程度地带
动莱山区南部的经济发展。”负
责该项目建设的正源集团工程
部负责人王静黎说。

记者了解到，该产业园分为
北侧启动区和南侧扩展区两个
板块。首开的北侧启动区占地约
1500亩，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分
三期建设。项目重点关注中集集
团上下游配套企业，建设集研发
办公、共享配套、高端装备产业
为一体的绿色低碳、国际化精品
工程。产业园通过应用智能制造

技术、开发智能装备产品，打造
全省行业领先、智慧生态的高端
制造产业集群标地，实现莱山区
产业用地“提质增效”。

“我们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
挥‘筑巢引凤’效应，吸引更多高
端海工、重工企业入驻，实现产
业链全覆盖，高效拉动投资、带
动产业发展，加快推动烟台创建
全省一流的零碳智造产业聚集
区。”王静黎说道，项目一期计划
2026年实现竣工达产，年产值超
20亿元。2028年产业园启动区完
成项目招引和建设，年产值突破
100亿元。

盘活“老家底”
激发新活力

有形和无形的存量资源，既
是城市的“老家底”，也是未来发
展的潜力所在。

2023年1月，烟台市莱山区获
评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
范县(市)。随后，莱山区严格按照

“盘活存量，控制增量”的原则，通
过用途管制、市场配置等手段，进
一步优化资源利用结构和布局，探
索更加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全面
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
再上新台阶。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莱山区
探索“零增地”改革，实现“旧巢”
引“新凤”。从低效用地“优”存量。
成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专
班，通过依法收回、兼并重组、牵
线搭桥等路径，对效益欠佳的存
量资产进行“二次招商”，2022年
处置“三闲”土地2066亩，盘活原
烟台大酒店低效用地，成功落户
省内首家超五星级烟台君悦大酒
店项目。从批而未供土地“扩”增
量。创新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土地超市”制度，定期面向市场
集中推出地块，引导招商部门精
准靶向招商，实现由“手持项目找
地块”向“依据地块选项目”的转
变，打造了讯飞环保产业园、中宠

产业园等项目，2022年成功盘活
批而未供土地1430亩。

同时建立“三闲”土地数据库，
对土地、厂房使用情况展开“地毯
式”摸排，通过实地走访、无人机航
拍、邀请第三方测绘等方式，将批
而未供、城镇低效用地、闲置土地
等沉睡资源的矢量信息上图入库、
登记造册，引进市疾控中心、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莱山健康驿站等
惠民利民项目。

“我们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导向，从规划利用到监管服务各
环节推动产业用地配置改革、促进
产业集聚，提高产业与空间适配
性，实现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的

‘双提升’。”烟台市莱山区自然资
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晓阳说道，
莱山区严格项目准入，深化“标准
地”改革，以“承诺制”+“标准地”方
式组织实施重点项目，贯彻落实
省、市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相关意
见，提高土地投入产出比。

通过多种盘活存量土地的方
式，莱山区推动存量要素资源由
传统低效向赋能增效转变，提高
了土地利用效率，为经济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除此之外，莱山
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节约用地制度，以实实在在的措
施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增量扩
张”向“存量挖潜”加速转变。

节约集约用地的山东实践

烟台莱山区：荒地生金，打造“零碳”园区建设标杆

中宠产业园心安视点鸟瞰图。

太行山路小学新建的地下多功能活动场。

地下空间潜力巨大，是节约
集约用地的重要增量空间。合理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有利于促进
节约集约用地、扩大城市容量、提
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市民提
供更为舒适、便捷的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

近日，记者走进青岛新海岸
新区，探访首批“土地资源类”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看当
地如何统筹土地开发和保护，提
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让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今年三月，烟台吹响了
项目建设的“冲锋号”。

在烟台市主要领导的一
声“开工”令下，一排排施工
机械同时鸣笛，宣告着2024
年全市重点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

记者注意到，当日举行
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设
在位于烟台市莱山区的中集
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现场，
这里，也是全国自然资源节
约集约示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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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发展之基、生态之要、生存之本，在保障经济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2023年年初，
自然资源部公布了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山东21地入选。近期，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山东省自然
资源厅，共同策划推出《节约集约用地的山东实践》系列报道，记者兵分多路走进山东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
探寻我省节约集约用地优秀案例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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