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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韩金峰主持 于海田作政府工作报告 刘强雷杰杨峰在主席台就座

夏侯凤超 李梦瑶 徐晓磊
于泊升 杜春娜 济南报道

1月13日下午，济南市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雪
野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
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人大代
表，肩负全市人民的重托，会聚一
堂共绘发展蓝图。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
主席刘强、韩金峰、杨峰、雷天太、
巩宪群、王勤光、黄贵利、刘杰、陈
勇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
领导同志和老同志有：于海田、雷
杰，徐长玉、殷鲁谦，陈阳、杨光
忠、孙斌、吕涛、马保岭、韩伟，崔
少良，王茂祯、谢堃、任广锋，李向
阳、蒋万云，王京文、王伯芝、赵居
安、刘勤、王建森、刘霞、姜明，崔
大庸，苏树伟，刘宗元、张正泉、牛
志春、林殿玲、毕玉惠，孙晓刚、谭
延伟、蒋晓光，孙积港、许强、李胜
利、刘程华，尹清忠，毕筱奇，衣光
军、董杰、吕凤华、李兴实，刘延
才、徐延明、金宗义、刘静。

济南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应出席代表571人，
实到代表50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韩金峰主持大会开幕式。下
午2时，韩金峰宣布：济南市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
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于海田代
表市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
告。政府工作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2024年工作回顾；二是2025
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三
是2025年重点工作；四是全面加
强政府自身建设。

于海田指出，2025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加
快建设“强新优富美高”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会的重要一年。
济南正站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强省会建设等重大战
略叠加的历史交会点上，“稳”的基
础不断夯实，“新”的动能加速集
聚，“进”的步伐更加有力，“好”的
态势持续显现。我们完全有条件、
有能力、有信心、有底气，解决发展
中的问题，克服转型中的困难，变
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以高
质量发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济南
实践崭新篇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济南工作
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实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项目提升年”
为总牵引，纵深推进数字济南、工
业强市建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切实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完
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在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中勇
当排头兵，不断开创“强新优富美
高”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
会建设新局面。

于海田说，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5 . 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6 . 5%左右；固定资产
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3%左右；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 .5%左右和
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5万人以
上；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完成省下达的节能减排降碳约束
性指标和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于海田强调，实现今年发展
目标，重点抓好十一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聚力推进“项目提升年”，
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二是聚
力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
经济实现量质齐升；三是聚力推
进工业强市建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四是聚力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完善强省会建设制度保
障；五是聚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
协同融合发展，着力塑造新动能
新优势；六是聚力增强城市承载
力集聚力带动力，构建高质量发
展空间格局；七是聚力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新画卷；八是聚力深化数字赋
能，推动数字济南建设全面提升；
九是聚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
面推进美丽济南建设；十是聚力
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一是
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更高
水平平安济南。

于海田强调，任重千钧，唯有
实干。我们将持续加强政府自身
建设，提高履职能力，锤炼过硬作
风，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
干家，努力打造为民务实清廉高
效的服务型政府。要强化政治引
领，锤炼坚强党性；要强化担当作

为，提升行政效能；要强化依法行
政，建设法治政府；要强化正风肃
纪，永葆清廉本色。

于海田最后说，征程万里风
正劲，奋楫扬帆再出发。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
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
心、激扬斗志，拼搏实干、勇毅前
行，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为加快建设“强新优富美高”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会而
不懈奋斗！

大会表决通过了济南市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
举办法；表决通过了济南市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人选的通过办法；表
决通过了济南市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民生实事项目
票决办法；书面印发了关于济南
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计划草案的
报告、关于济南市2024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关于2025年济南市民生实事
候选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

出席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的全体委员和有关列席人员列席
会议。

夏侯凤超 济南报道

1月12日起，济南市进入
“两会时间”。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创新两会报道方式，推出“我
问两会”济南市两会智能体。作
为重磅上线的数字文化产品，

“我问两会”通过“智库型”两会
AI咨询问答，实现“人人都能
当记者、人人都能问两会”，打
造全国首个两会智能体产品。

“新一年济南有哪些重点
项目落地”“济南有哪些新的商
业体、商圈今年能建成”“2025
年济南将如何稳定房地产市
场”……“我问两会”2025济南
市两会智能体由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打造，主题涵盖经济发
展、科技创新、交通、生态环境、
社会保障、养老等12个民生关
切的领域。点击关键词，可进入
提问页面，选择问题后，智能体
即可实现在线回答。该产品通
过AI问答的形式，实现市民提
问、智能体回答，让市民与两会
零距离接触。

在数字文化蓬勃发展，处
处“新”潮澎湃的当下，“我问两
会”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探索
数字文化领域的又一生动体
现，也是数字文化+政务的创
新性结合。该产品深度运用智
媒技术挖掘媒体新质生产力，
依托齐鲁文化大模型，以济南

两会数据为基础，通过人工+
编辑+AI的协同生产，提供“智
库型”两会问答服务，打造全国
首个两会智能体产品。

济南两会期间，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推出《济南信心》特别
策划，通过《读懂济南》《直播济
南》等栏目，集合图文、视频、直
播、数字人播报、数字文化产品
等丰富手段，创新解读济南发
展思路、全面展现济南澎湃活
力。

群众需求在哪里，“新闻+
服务”的触角就要延伸到哪里。
今年济南两会，《小屏话两会》
评论类直播栏目将继续与市民
见面，围绕两会热点话题，邀请
相关话题的嘉宾和专家走进直
播间，现场互动畅言观点。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节目特别加入
了“鲁韵”数字主持人，“真人+
数字人”联手主持，实现数实结
合的全新呈现，带来不一样的
新鲜感受。

济南两会期间，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将开通留言渠道，把
您的意见建议带给代表委员。
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话题互
动，欢迎在齐鲁壹点济南频道
两会专题、“直播济南”抖音号、

“壹点济南”视频号留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两会

策划报道精彩纷呈，亮点不断，
我们邀您一起“云”看两会。

全国首个两会智能体产品重磅上线
齐鲁壹点“我问两会”通过AI问答形式让市民与两会零距离接触

加速布局低空经济

济南将再建一个通用机场
李梦瑶 济南报道

无人机表演频频点亮夜空、直
升机观光解锁旅游新场景……这
些精彩瞬间是济南低空经济蓬勃
发展的冰山一角。面对这1万亿级蓝
海市场，济南也正加快入局步伐。

2024年11月26日，一架自重
庆飞至济南的西锐SR20(型号)飞
机缓缓降落，商河机场首条私人
定制跨区域低空航线成功首航。
此次首航，为两地互联互通增添
了新路径，也让济南在低空经济
领域发展中又迈出坚实一步。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培
育壮大未来产业。抢占低空经济制
高点，重点引进工业无人机链主企
业和商业化应用企业，加快构建智
慧绿色低空基础设施网。

在山东的低空经济布局中，
济南被委以重要地位。《山东省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全
省低空飞行综合保障水平走在全
国前列，基本形成济南、青岛市两
核引领，东营、烟台、潍坊、日照、
临沂、滨州等市多点支撑的低空

经济发展新格局。
《济南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也正式印发，提出到
2027年引育低空产业链相关企业
200家以上，产业规模达到200亿
元，开通100条以上低空航线，商
业飞行取得突破性进展。

与频频出台的政策相对应，
济南布局的行动也在加快。目前，
济南现有4座通用机场、2座直升
机机场。此外，为推动低空经济发
展，济南通过建设低空产业园的
形式，加速创新要素向低空产业
集聚。与此同时，济南拟建一座新
机场，济南章丘济凤通用机场将
启动建设，项目选址章丘区曹范
街道东山片区，占地面积5280亩，
总投资179亿元。

去年，由济南能源集团出资
组建的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完
成工商注册。公司正积极对接航
空工业等头部企业，力争引进航
空器整机生产线落地济南，同时
积极引入国内外航空制造企业，
形成航空制造集聚效应，填补济
南航空整机制造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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