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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向南走一

千，不向北挪一砖”，在

济南黄河北岸，这是一

句几乎无人不知的口

头禅。祖祖辈辈住在黄

河北岸的张子忠今年

49岁了，可他对黄河南

岸的生活仍然充满了

好奇与期待。1 0月 1 1

日，他盼了两年的建邦

黄河大桥终于全线贯

通，这让他觉得自己与

对岸的距离又近了很

多。“再去济南，25分钟

就能到市区了。”

■在济南打工的

宋艳艳不久前返回了

济阳老家，做起了麻辣

烫生意。因为山东英才

学院济阳校区落户在

了她的老家济阳县崔

寨镇，她看重的就是这

所学校近6000人的在校

生。宋艳艳在英才学院

附近的麻辣烫生意很

红火，每天在家门口就

能挣上百元，她感觉比

在济南打工的日子强

多了。

架桥修路只是开始

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北跨”

而言，架桥修路仅仅是个开始。

有关业内人士就提出，要真正
实现“北跨”，还有一些困难有

待解决，有关方面必须保持冷

静。

例如，尽管跨河桥梁陆续
畅通，却依然向过往车辆收费，

张海波认为，这样的收费应该

取消。“大桥通了，但还要向过

往车辆收费，这肯定要挡住一
部分人。再比如，刚开通的

K901次城际公交，票价为8元，

尽管比之前的快客便宜两元，

但还是偏贵。”张海波说，这不
仅增加了交通成本，还容易在

人们心中形成心理障碍。

黄河上的“九桥一隧”建成

后，“北跨”的交通难题自然化

解，而且对市区内的交通也肯

定能起到调节作用，为“中疏”

的实现准备条件。接下来的产
业投资与城市配套建设意义更

为长远，任务也更加繁重。

“对于天桥而言，当前最

要紧的是先过小清河，建设好

滨河新区。这个大约需要5至

8年的时间。”张辉说，黄河北

岸的化工产业园要形成规模

至少需要5年，而鹊山龙湖工

程则需要8至10年的时间，这
期间还要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的跟进。

不难看出，即便是在跨黄

河路桥畅通的情况下，天桥区

的“北跨”也绝非一日之功。对

于整个济南的“北跨”而言，其

整体进程恐怕也难以让人乐

观。几乎所有采访对象，对目前

“北跨”进度的评价都是“有些
慢，希望更快一点”。

郭东法认为，城市北跨首
先要从基础设施和产业上寻求

突破，“用产业北跨带动城市北

跨。”但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历

史原因，济南北部长年以农业
为经济基础，要实现“北跨”，就
必须要进行产业转移，同时调

整当地产业结构。

济南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个

名为“构建高端高质高效现代

产业体系”的课题研究中提到，

济南应在黄河北打造化工和传

统产业聚集区，依托济南化工

产业园和济北开发区，推动中

心城区传统产业转移，发展精
细化工、纺织服装、食品、农副

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形成新的

工业区。

另外，“北跨”是一个系统

工程，基础设施方面要解决水、

电、暖、气、污水、垃圾处理等一

系列问题。张辉坦陈，天桥区最

大的问题是城市化水平低，要

将北部居民纳入主城区，投入

将非常大。

一位研究济南城市规划多

年的资深人士表示，与“东拓”、

“西进”相比，济南“北跨”的速

度慢不少。与兰州等城市沿黄

河两岸发展不同，济南市一直

在黄河南岸发展，想跨过黄河，

将黄河变为“城中河”，无论从

产业转移还是改变市民观念等

方面看，都非一日之功。

“北跨”必将为济南带来更

大的城市发展空间，全国各地

也不乏跨河发展的城市，上海

浦东、武汉三镇、杭州新城、兰

州新城都是成功的范例。正因

为此，黄河北岸的人们更有理

由对济南“北跨”充满期待。

“南山北河”的地理环境，不仅造就
了济南东西狭长的城市格局，还把城市
以黄河为界一分为二。尽管在行政区划

上属于一个城市，但黄河两岸的人们过

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北岸是传统的自然

村落；南边则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

是对岸人们向往和努力的地方。

最近几年，头脑灵活的张子忠隐隐

约约感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除了黄河

大桥通车，张子忠还发现，最近几年镇上

迎来的“稀客”越来越多，而且市里、区里

的领导也经常来视察，还有不少老板来

看地。他凭着一个农民的直觉，判断出镇
上“肯定要有什么好事了”。

张子忠的感觉没错，在这个他生活

了近半个世纪的桑梓店镇，以及包括这
个小镇在内的济南北部地区，正在酝酿

一个“大动作”。根据已有的城市规划，

济南市城区将向北扩展，跨越黄河，一

改主城区过去东西狭长的格局。

随着城市的不断膨胀，生活在南岸

城区的人们，遇到很多北岸居民无法想

象的难题。东西狭长的城市布局，也让

济南城区在承载人口、就业、交通等方

面的能力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制约。城
市空间的不足，让济南最终下定决心北

跨黄河，改变原有的城市格局。

“城区向北跨是必然的。”济南市委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东法表示。他作为
济南的智囊性人物，对“北跨”有着更深

一层的认识。如今，济南在黄河以南的

发展空间已相当有限，尤其是对产业的

承载力明显不足，现在必须要向北延伸

跨过黄河。

事实上，济南“北跨”的目标早已确

定。2003年6月26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确

定了济南市“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

疏”的城市发展战略。自此之后，“北跨”就
成了事关济南未来的关键词之一。

在此之前，济南城市发展规划的

“十字方针”中见到的并非“北跨”，而是
“北待”。由于多年泥沙淤积，黄河济南

段已经变成悬河，而黄河滞洪区、行洪

区又是禁止开发的城市防洪设施用地，

这也成了济南“北跨”的门槛。但从长远

来看，济南跨黄河向北发展的可能性是
存在的。

“随着黄河小浪底工程的完成，特

别是其对黄河调水调沙能力的实现，济

南黄河以北106平方公里的北展区，作
为行洪泄洪区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天桥区委书记张辉说，黄河小浪底水库

工程、沿黄堤坝标准化建设工程等相继

竣工，使黄河泛滥概率降到了最低点，

“北跨”时机业已成熟。

正因为如此，在“北跨”的目标明确

后，如何“北跨”与何时“北跨”就成了人

们关注的焦点。2006年，济南市开始制

定新的城市发展规划时，“北跨”就成了

备受关注的话题。一个城市要想跨河发
展并非易事，而且凭当时济南的经济实

力要北跨黄河更是困难重重。为此，来

自北京的专家们仍建议暂时不要跨河，

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跨河发展。

而在向省市领导汇报过程中，省市

领导认为“北待”太过消极，不利于北部
地区的发展，因此将“北待”改成了“北

跨”。于是，“北跨”战略正式确定，进入

了济南城市发展规划之中。这一年，《北

跨及北部新城区发展战略研究》编制工

作启动。

此后，济南北跨的区域确定，即黄

河以北、济阳县城以南的范围，未来将

成为济南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跨”后，黄河将成为济南市区的

“内河”，这已成定局，济南城区东西狭

长的空间结构也将就此发生改变。张子
忠所在的桑梓店镇正是“北跨”的桥头

堡，这意味着，他的生活将发生质的变

化，在不远的将来，他也将成为自己向

往已久的城里人。

大项目不断落成，家门口的麻辣烫生意很火
在济南打工的宋艳艳不久前返回

老家，做起了麻辣烫生意。因为山东英

才学院北校区落户在了她的老家济阳

县崔寨镇，她看重的就是这所学校近
6000人的在校生。宋艳艳在英才学院

附近的麻辣烫生意很红火，每天在家

门口就能挣上百元，她感觉比在济南

打工的日子强多了。

“我们看重的就是‘北跨’规划，看

好在黄河北岸办学的前景。”山东英才
学院宣传处长宋波龙说，他们已在济

阳校区投入了1 . 7亿元，近6000名学

生已正式入校。很显然，对当地农民而

言，这所高校带来的好处是可想而知

的，不仅小生意
明显有起色，饭
馆、商铺以及出

租车市场的火

爆都是明证。

“‘北跨’不
仅需要时间，更

需要内容。”张

辉说，在他看

来，城市要“北

跨”，具体可行

的产业项目是

最根本的保证，

“产业北进是为
真正的‘北跨’

做准备的”。为

此，天桥区在“北跨”上产业先行，目前，

投资高达数百亿元的鹊山龙湖项目和

化工产业园项目都已启动。

在与济南“北跨”直接相关的济阳

与天桥两个县区，能明显感觉到对“北

跨”的热切之情。天桥区桑梓店镇党委
书记吕东告诉记者，“北跨”后，由于济

南化工产业园、鹊山龙湖、绕城高速、

青银高速、京沪高铁、建邦大桥等重点

工程相继在该镇开工建设，目前该镇

地方财政收入每年以50%的高速增

长。

济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海波更

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北跨’的心情很

迫切”。目前在济阳县县城，一个专门

面向市区居民的房地产项目已经上

马。与当地的小高层相比，这个项目在
30层以上，档次明显高出一大截。“我
们已经预感到，‘北跨’后将有更多城

里人看好黄河北的良好前景，这是在

做前期准备。”

“必须早筹划、早做准备。”张海波
说，“北跨”需要一个过程，但对他们来

说，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创造条件，“否

则等人来了就晚了”。目前，经过多次

论证，崔寨等片区的总体设计规划已

经完成。

“北跨”似乎成为一块磁铁，吸引

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不仅引来了原本
在黄河南岸的高校，而且还引起了浙

江、江苏等地商会的普遍关注与浓厚

兴趣。“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

都得我们求着他们。”说到此处，张海

波显得有些兴奋。

颇有经商头脑的张子忠觉得，黄

河上的桥架得越来越多，到黄河北岸

来做买卖的人也肯定会多起来，用工

招工的也就少不了。今年5月，张子忠成

立了一家劳务公司，打算给附近的村民

在本地联系工作。

尽管现在张子忠的公司还没接到

业务，可他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现

在才刚刚开始，等镇上的企业越来越

多，旅游、休闲也跟着发展起来，村民

们没必要再到黄河南岸打工赚钱，到

时候不怕没人留在镇上找工作。”

很多济阳人都做起“浦东梦”

“今后之崔寨，将是济南之浦东”，

这是“北跨”战略提出后，网上曾很流行

的一句话。作为济阳县离县城和济南市

区最近的乡镇，崔寨镇当仁不让地成了

“北跨”的承接地，当地人自然也就对未
来充满了期待。

崔寨镇有69个村，4 . 5万人，其中

有28个村、约两万人被青银高速‘圈’

到了济南北环线以内，因而可以算得上

是半个“济南人”了。正因如此，早在济

阳黄河公路大桥建设过程中，就曾有专

家预言，“济阳与济南的关系就如当年

浦东与上海，而济阳黄河公路大桥就像
当年南浦大桥一样。”

面对济南“北跨”的机遇，怀揣“浦
东”梦想的并非只有崔寨，几乎“北跨”

范围内所有乡镇，都对未来有着种种美

好的设想。“‘北跨’将给桑梓店镇带来

划时代的变革，‘北跨’战略让桑梓店镇

走上了中心镇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五年

内，桑梓店镇将真正成为济南市的北部
新城区。”天桥区桑梓店镇党委书记吕

东说。

张辉说，“北跨”要有一个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天桥来讲，要先过

小清河，才能过黄河。”在张辉看来，天

桥区的当务之急是把小清河沿岸的滨
河新区打造成功，“滨河新区的水平、进

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北跨’的未
来。”

“在‘北跨’的过程中，对天桥来说，

要实现产业北进、行政北移和城市北
跨。”张辉对天桥的“北跨”早已考虑成

熟，产业北进已开始实施，行政北移就
是选择适当时机将政务中心北移至小

清河以北，以带动滨河新区的开发，而

城市北跨则侧重于城乡一体化建设，加

大“北跨”中的基础设施建设。

正因为有着如此众多的美好期待，

每当黄河天堑上出现一座大桥时，总能

引来无数的欢呼雀跃与对未来的合理

期许。“随着建邦大桥年底的开通，特别
是之后开通城市公交，将更加方便驻地

群众的出行，从镇驻地到市区仅10分

钟车程。”吕东说，这对黄河北岸的居民

来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多年来，张子忠进济南市区都要走

浮桥，可每到汛期和凌期浮桥拆除时，

他就必须从济南黄河大桥绕一圈，这样

要白白多花近20分钟。今年年底建邦

黄河大桥通车后，他再也不用走浮桥或

者绕道济南黄河大桥，直接走建邦黄河

大桥，25分钟就可以直达市区。

在黄河北岸人们的想象中，“北
跨”后的济南北部肯定会更加时尚，

那时候前来旅游的人也肯定会越来

越多。于是天桥区和济阳县不约而同

地把实现旅游业的零突破，当成“北

跨”后的目标之一。济南市旅游局局

长王铁志说，目前小清河沿岸部分河

段的旅游功能已经显现，未来随着
“北跨”步伐加快，北部旅游将成为济

南旅游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济阳，一批“农家乐”旅游项目正

在酝酿之中。张海波给济阳未来的旅游

业描画了一个大致轮廓：“将来城区的

人想游玩，就不光扎堆去南部山区，越

过黄河大桥，到北部来一样能体验休闲

观光的乐趣。”

“天桥区有山有水，是济南市河道

最多的一个区，‘齐烟九点’中有‘六点

半’在这里。”在张辉的设想中，随着小

清河的治理和鹊山龙湖等项目不断推

进，“天桥区将来一定很美。”

新建成的山东英才学院北校区落户济阳。

在黄河北“重生”的裕兴化工厂。

小清河展览馆内全面展示小清河历史文化、规划蓝图等。

建邦黄河大桥英姿。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于10月4日

本期策划 常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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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云云

李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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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济南第6座跨河

桥梁建邦黄河大桥全线贯通，

并将于年底通车。下一步，随着

济泺黄河隧道、石济(石家庄至

济南)客运专线济南黄河大桥、

济齐黄河大桥、长清黄河大桥

等项目开工，济南即将形成“九

桥一隧”的北跨格局，打破“北

跨”的交通瓶颈。

目前，济南“北跨”已建成的

公路桥梁有5座，包括位于二环

东路北延与黄河交界处的济南黄

河大桥、位于西郊大杨庄附近的

京福黄河大桥、位于青银高速济

南绕城北线上的青银黄河大桥、

济阳黄河大桥和平阴黄河大桥。

“九桥一隧”过黄河

格相关链接

2008年通车的济阳黄河大桥。

2

3

4向向北北 向向北北
济南“北跨”，要把黄河变成城中河

“北待”变“北跨”，向黄河北岸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