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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济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齐鲁壹点见证“城”长

“创”出一条路，“蝶变”一座城
改的是居住环境
暖的是百姓心窝

2014年，济南市历下区姚家街道丁家
庄片区还是济南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如
今，朝着丁家庄片区望去，济南“第一高”抬
眼可见。曾经的棚户区消失不见，济南国际
金融城、丁豪广场、山钢新天地广场以及各
种新兴起的楼盘拔地而起。11月11日，丁家
庄原居民王建华先生和家人来到这里，不
禁感慨：“变化翻天覆地！”

安居梦照进现实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千
年历史的刘智远村，巅峰时村子里居住了近
万名流动人口，如今这里是整齐划一的现代
化居民楼；经十一路的棚户区改造，让居民宁
范秀住进了120平方米、四室两卫的房子，当
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曾记录了她拿到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的第一把钥匙的情景。

“已在这里住了6年，以前这种好日子
想都不敢想。”11月8日，宁范秀对记者说。

在吴家堡、华山北等重点片区，棚户区改
造为城市建设发展释放出大量储备用地，棚改
区变身产业园、生态绿地，垫高城市发展的“洼
地”，为城市新动能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以2016年为例，全市棚改开工近5万
套，提前超额完成山东省棚改年度任务；
2017年以来，济南市累计完成征收拆迁
7 . 2万多户、1800多万平方米，开工棚改项
目6 . 8万余套，速度和力度均创历史之最，
位居全省前列。一大批棚户区住户告别了
阴暗潮湿的棚户区。“改的是居住环境，暖
的是百姓心窝。”宁范秀说。

“文明”真正成为
千年古城内在气质

痛下决心拆违拆临，露出泉城久违“天
际线”……经过一场全民参与的创城攻坚
战，济南撕掉了“脏乱差”的标签，改变了外
地人眼中“土里土气”的第一印象。

创城不易，守城更难。2019月初，《济南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实施市民
素质再提升行动，根除城市不文明的“病
灶”。“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我为
济南‘阅卷’·直击城市陋习”系列策划报
道，立足百姓心声，看济南城市发展。

“南山探‘污’”报道刊发后，引起政府
多个部门高度重视，南山管委会立即表态，
全力封堵“大水缸”污水源头；“疯狂渣土
车”报道后，济南交警和渣土办立即召开整
治会议，开展了“平安”“利剑”等多项行动，
打出“组合拳”……

2018年至2020年，济南连续3年获得全
国文明城市测评第一名，不仅守住了“文明
城市”的牌子，还一举跃升为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文明真正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内在
气质。

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扛起强省会龙头担当

创城三年，也是济南发展提级的关键
几年。202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一座798

平方公里的绿色智慧宜居新城强势崛起，
济南从大明湖时代迈入黄河时代。

济南由曾经26平方公里的建成区面积，
发展到如今市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实
有人口超过1000万，经济总量突破1 . 2万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000亿元……

2020年，济南将实行17年的“东拓、西
进、南控、北跨、中疏”城市发展方针，变为

“东强、西兴、南美、北起、中优”城市发展新
格局。“新十字发展方针”由原来的侧重城
市空间布局，向更加注重城市品质、能级的
战略方向转移。“着力打造科创济南、智造
济南、文化济南、生态济南、康养济南”，建
设“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省会崛起五
个济南》专题视频，一帧帧镜头记录了泉城
大地上徐徐铺展的壮阔画卷———

东部，创新创业的活力日益迸发；西
部，医学高地加速崛起；南部，“诗画南山”
的魅力不断彰显；北部，崛起为新旧动能转
换的发展热土；中心城区，向着“宜居宜业
宜行宜乐宜游”的蓝图有机更新。

进入新时代，济南被赋予“黄河流域中
心城市”的新定位，加快建设“强新优富美
高”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会，不断塑
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地位、成为北方地区
经济重要增长极的硬核支撑。

把“流量”变为“留量”，济南已连续两
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我们都亲眼
见证了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好！在济南看
得见诗和远方，望得见乡愁。”济南市民巡
访团团长辛安这样评价。

“十年，一座城市的变迁，究竟有
多大？”11月9日，济南市民王建华抱
着孙子走出丁家庄地铁站，曾经一眼
望不到头的棚户区，变成了现代化的
高楼大厦。十年间，城市环境日新月
异、建设如火如荼、形象不断提升……
这些变化和成就，不仅遍布城市大街
小巷，同样让居民可见、可感、可得，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同步推出一系列新
闻报道，见证城市的成长。

李梦瑶 济南报道

济南CBD片区欣欣向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玉岩
济南报道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2024年初，国务院安委会颁布了《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此方案的出台，不仅是对全国安
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刻动员，更是对未来
三年安全生产领域治本攻坚行动的全面
部署。

聚焦三年行动方案中的“八大行动”，
发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
逐个行动细化制定2024年度工作计划，细
化分解2024年度省级106项重点任务清
单，构建清单管理、示范带动等“五项机
制”，分别对16市进行督导检查、10市开展
指导帮扶，通过常态化督导通报、点对点
提醒、现场指导帮扶等方式，推动三年行
动整体成效走在全国前列。

分行业领域制定部门执法检查重点
事项清单、企业排查重点事项清单，组织
全省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落地观摩，提升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质量。坚持边整治、
边总结、边规范、边提升，加快形成一批制
度性成果，制定重点行业领域驻鲁央企监
管服务若干措施，出台省政府规章《山东
省安全生产举报办法》，制定“九小场所”
消防安全监管意见等文件，完善安全生产
共治格局。

持续推进安全生产
精准治理

动火作业、有限空间、高处坠落和外
包施工等是最易引发事故的特殊作业和
关键环节。针对这四个方面，创新性地开
展了“四个整治”行动，进行专项整治，精
准治理。

在违规电气焊作业和违规施工专项
整治方面，建成了电气焊作业智能化监管

平台，推进电焊机加芯赋码，持证扫码才
能开机作业，将“管人”与“管机器”一体融
合。目前，12 . 5万台电焊机完成改造，纳入
平台智能监管。在有限空间作业整治方
面，累计摸排作业场所181万处，抽查检查
134万处，针对夏季作业多、风险高的特
点，加强提示提醒，督促严守操作规程，严
格审批作业，严格现场管理，严防群死群
伤事故。在预防高处坠落和外包施工整治
方面，采取暗访检查、随机抽查和联合检
查等方式，下沉监管力量，深入项目一线，

严查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放大整治效应。
此外，推进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
强化企业“三基”“三纪”、安全文化建设等
基础性工作。在危化品、非煤矿山和工贸
三个行业领域，实施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量
化提升工程，量化企业尤其是主要负责人

“四到位、五从严、六必究”15个重点事项，
以重点事项履职到位带动整体安全生产
水平提升。制定《关于依法严格生产安全
事故惩戒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的意
见》，对发生事故的企业严格调查处理，倒
逼企业落实责任。

创新实施系列“小切口”
治理措施

从“小切口”入手，创新举措、主动出
击、抓小抓细，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压减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实施“山东好焊”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投用全省电气焊作业“一芯一码一平台”，
有效管控违规电气焊作业风险。开发“齐
鲁安特”小程序，登记全省特种作业证169
万个，严格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实现
考培分离，提升考培质量。

培养小微企业隐患排查“明白人”
7768名，熟练掌握判定标准、判定情形、排
查方法等必要内容。出台危化品企业“五
职责任人”安全生产履责计分管理办法、
非煤矿山“五职”矿长安全生产计分办法，
实施重点企业“关键人”计分管理。

山东应急固本强基 强力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2024年以来，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主线，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

推进安全生产精准治理，创新实施系列“小切口”治理措施，确保了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全省范围内推选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落地行动典型案例，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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