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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新市民住进新家园

起步区：高标准建设绿色智慧宜居新城
济南起步区因黄河国家战略而生，自《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以

来，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便踏上了高速发展的征程。2024年，起步区以“四个新”为目标定位，充分发挥四
区叠加政策优势，严格按照“五个着力”建设路径，一路高歌猛进，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保持高位增长态
势，从开局起步迅速迈向成形起势，一座高质量高标准建设的绿色智慧宜居的黄河新城已然呼之欲出。

张浩 济南报道

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
中新合作取得新突破

起步区在城市副中心核心
区域，规划12平方公里示范区，
明确“生态商务区”的发展定位，
划定“一心四片”功能布局，按照

“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重点突
破”的思路，构建同中心城区互
补支撑的城市发展新格局。“该
片区计划整体用3-5年时间，打
造展示山东和济南城市建设发
展形象的示范窗口。”起步区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表示。

其中，鹊山生态文化区作为
生态文化核心，全面开工博览
园、泉韵水坊、鹊华中和苑、泉城
名士坊、齐风鲁韵坊等单体建
筑。电视塔、博物馆、科技馆等标
志性建筑陆续启动。总部经济
区，定位打造“沿黄总部经济高
地”，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
原则，总部立体城、黄河总部基
地项目开工建设，船员评估中心
主体结构完工。都市阳台片区，
定位打造“沿黄文化客厅、创享
活力窗口、绿色低碳社区”，国际
学校、应急消防站加快建设，

“TOD+”项目、未来住宅项目一
期、家园中心、幼儿园等项目已
经启动。科创金融区也正在整合
土地，等待进一步建设开发。

科研办公区作为山东省首
个中新合作实体化载体——— 中
新济南未来产业城核心标志区
域，街区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形
成初步成果，首批项目即将启
动，将打造黄河流域绿色低碳科
技创新策源地。当前起步区已经
聘请新加坡吉宝有限公司作为
总顾问，围绕战略规划、合作模
式、运营实施等开展顶层设计，
并联合新加坡邦城集团、盛裕集
团开展重点合作片区详细城市
设计和规划设计，打造对新合作
城区建设新典范。

此外，还发布了总投资103亿
元的对新合作重点项目，聚焦科技
创新、片区开发、零碳园区及产业
导入等领域，强化与新方企业和机
构合作，与雅诗阁集团合作的雅遇
公寓已开业运营，正在加快推进中
新未来公园、“星泉汇”等标志性合
作项目，规划建设中新生命科学创
新大厦、科技水岸公园、中新培训
学院等功能单元。

项目建设全面开花
构建现代产业新生态

在产业布局上，起步区紧紧
围绕“3+1”产业体系精准发力。
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比亚迪新
能源乘用车项目落地后持续发
力，2024年超额完成30万辆，形成
了一条完整且充满活力的新能
源汽车全产业链。这不仅为当地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吸引了
众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带动了相
关零部件制造、研发设计、售后

服务等产业蓬勃发展。
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国电投

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强势崛起，
建设了年产能各1000台（套）的供能
燃料电池、空冷燃料电池、车用燃
料电池系统生产线。起步区正积极
布局氢能撬装站、综合能源站，不
断拓展氢能的应用场景，从交通运
输到分布式能源供应，氢能产业的
触角不断延伸，为能源转型提供了
新的方向与动力。爱旭太阳能高效
电池组件制造基地总投资360亿元，
已实现首块组件下线，山东能源钙
钛矿光伏电池项目也顺利入驻，共
同推动着新能源产业在起步区的
快速发展，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
升级，向绿色低碳目标大步迈进。

现代服务业亦是蓬勃发展。济
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已成
功举办中国（济南）国际机床暨智
能制造装备博览会、第22届中国国
际肉类工业展览会等38场展会活
动，整体带动会展经济规模约180
亿元，成为区域会展经济的核心引
擎，提升了起步区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无独有偶，翔宇航空、
太古公司等航空维修企业，以及山
东机场辉煌货运、中国邮政、普洛
斯、巴夫洛等航空物流企业的集

聚，推动泛航空服务业做大做强，
构建起了涵盖航空维修、货运物
流、航空培训等多领域的航空服务
产业集群，为区域临空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大活力。

加快平台载体建设
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扎实推进平台载体建设，起
步区内，济南国际标准低招商产
业园、新能源汽车和数字经济产
业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中科
新经济科创园、绿色循环产业园、
济南国际标准低招商产业园临空
片区6个合规工业园区成功认定，
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专业化、
规模化的空间载体。黄河大数据
中心、京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入选
省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吸引了
大量数字经济企业和创新资源汇
聚，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在大数据存储、分析、
应用以及电商物流数字化转型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引领
区域数字经济迈向新高度。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
设成效同样显著。起步区积极搭

建成果转化交易、知识产权运营
等服务平台，构建起科技研发、
创新平台、资本赋能、应用融合

“四位一体”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目前
已备案包括济南中科核技术研
究院、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齐
鲁中科碳中和研究院、济南中科
泛在智能计算研究院、山东氢谷
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山东可信云
信息技术研究院等在内的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6家。

这些研发机构聚焦前沿科技
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发
和创新应用项目，如济南中科核技
术研究院在核辐射探测与成像技
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核能安全
利用提供了技术保障；齐鲁中科碳
中和研究院致力于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技术研发，助力区域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扎实推进生态保护
绿色优势不断彰显

严格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部署安排，是起
步区发展的重中之重。一直以来，
起步区严格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思路，谋划推进新城建设，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新区建设，起
步区严格按照规划蓝图，新区蓝绿
空间占比超过70%。随着生态环境
治理的深入，起步区已经累计开工
园林绿化类工程50余个，绿地总面
积达到258万平方米，黄河生态风
貌带示范段形成景观效果，黄河起
步区段获评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
湖。达利河生态修复工程主体完
工，完成齐济河、牧马河等30公里
骨干河道治理。如今，大寺河、青宁
沟等20公里生态水系治理工程正
在有序实施，崔寨、大桥片区15条

支流水系连通工程正在打通，太平
水库工程建设平稳推进。

“四水四定”原则是起步区发
展的刚性约束。起步区印发实施

《起步区现代水网建设规划》，累
计敷设污水管道约150公里、再生
水管道约100公里；以推进国家首
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首批
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无废城
市”示范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相较于2020年，空气质量
改善了26 . 4%，水质指数改善了
13 . 4%，大寺河等河流主要指标
达到‘好三类’水质标准，蓝天白
云、清水绿岸显著增多。”起步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除此之外，起步区还强化绿
色建筑推广应用，编制绿色建筑
专项规划，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城
市建设标准体系。据统计，区内新
建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目前在建绿色建筑达1400万平方
米，其中高星级在建1090万平方
米，已建、在建超低能耗建筑项目
22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国际
标准地招商产业园零碳智慧创新
运营中心项目获“全球人居环境
规划设计奖”，12个项目获评省级
绿色建筑试点示范创建项目。

安置回迁稳步有序
铸就民生幸福基石

起步区全力推进805万平方
米安置房建设，为2 . 8万户、8 . 9万
人打造温馨家园。2024年度，超额
完成216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任
务，这些安置房在规划设计上充
分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配套建
设了完善的社区服务设施、教育
医疗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绿化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预计到2025
年，所有安置房将整体达到建成
条件，届时居民将分批实现顺利
回迁，开启全新的幸福生活。

2024年12月21日，崔寨街道第
三期回迁选房工作落下帷幕，完
成了安置二区、三区3406套安置房
的选房工作，小蒯、南郭、武大等8
个村7400余名群众喜提新房，这是
崔寨街道年内开展的第三批安置
回迁活动。随着起步区建设进程
的深入，先期布局的安置回迁项
目也来到了回迁高峰期，大批起
步区新市民住进了理想的新房。

在安置区建设过程中，建设
者们精心施工，严格把控工程质
量，采用“绿建二星+亮点”的建
设标准。同时，社区内规划了幼
儿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
动中心等设施，满足了居民从幼
儿教育到日常医疗、文化娱乐等
多方面的需求。社区周边的交通
网络也不断完善，公交线路直达
小区门口，方便居民出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起步区
一体谋划新城建设与乡村振兴，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补齐民生短板、兜牢民生底
线、增进民生福祉，统筹推进共
同富裕，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济南黄河北岸首个三级甲等医院开诊启用，民生福祉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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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区正构建同中心城区互补支撑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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