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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二五”城镇体系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20次提及烟台

“三纵三横”轴线烟台位列其中
本报记者 苗华茂

本报 1 1月 3日讯 (见习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于

笑雨) 随着人口普查工作

的展开，对聋哑人的普查

登记成了普查员们的头疼

事，东花园社区专门请到

了聋哑学校的手语老师，

对辖区内聋哑学校学生、

老师及小区内聋哑人员进

行普查登记。

3日上午9时30分，当记

者来到烟台市聋哑学校时，

普查员罗玉英正通过聋哑

学校的手语老师王林对职

专2班的学生王宁进行普查

登记。“我们是人口普查员，

需要对你的信息进行普查

登记。”手语老师王林认真

比划“翻译”着普查员的话，

王宁不断的点头，并用手语

回答者普查员的问题。“我
出生于1992年11月，是非农

业人口。”普查员罗玉英在

手语老师的帮助下登记着

王宁的信息。

据普查员罗玉英介绍，

烟台市聋哑学校位于东花

园社区内，为了完成对聋哑

人的普查登记，社区特此请

到了聋哑学校的老师帮助

普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登记每个聋哑人的时

间至少比正常人多用十几

分钟，好在同学们都比较配

合人口普查。”普查员罗玉

英说。

手语老师助力人口普查
登记一名聋哑人要多用10分钟

本报11月3日讯(见习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王传

江) 从1990年第三次人口

普查至今，农民普查员杨从

河参与了三次人口普查。杨

从河感慨不已，乡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杨从河今年58岁，是莱

山区解家庄街道结子沟村的

村民，1990年是全国第四次

人口普查，担任结子沟会计

的杨从河积极报名参加了人

口普查员的培训，对全村的

人口进行普查登记。

“那时候的普查表比较

简单，共有21项内容，没有长

短表之分，到村里敲门登记

‘一呼百应’，统计起来非常

容易。”杨从河说。

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

普查，杨从河又积极报了名。

此次的登记表区分长表短

表，和现在一样，一成住户填

写长表，长表有49项内容，但

对于人口分离的只统计一

次，对人口分离的户籍地不

统计。

“这次人口普查的长表

有45项，统计的内容比前几

次更加详细了，内容分类也

更加细致了。”杨从河说，“从

一个普查员的角度来看，二

十年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据杨从河介绍，在第四

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房屋面

积也在统计之列，那时候，村

民的住房面积在40-50平方
米，此次统计的房屋面积在
80-100平方米，房屋面积比

之前翻了一番；之前的厕所

都是在墙角挖一个坑，围上

栅栏就是厕所，现在村民家

的厕所都很“豪华”，家家都

是冲水式的；1990年普查，村

民的社会保障基本没有，现

在很多村民已经有了补助和
补贴；农村的流动人口比例

从20年前的接近为零到现在

的20%左右……

二十年参加三次农村人口普查
普查员杨从河感慨农村变化大

11月3日，山东省“十二五”城镇体系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出炉，根据规划，未来五年
烟台将被列入全省“三纵三横”发展轴线，依托大运量综合运输通道，加快推进城镇发展的
空间集聚。此外，这份规划中，烟台在重点地区城镇组群发展、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等方面
被反复提及20次，可见“十二五”期间烟台在全省建设布局中的重要位置。

整体规划与格局：烟台列入“三纵三横”发展轴线

根据规划，“十二五”

期间全省将加快推进若

干城镇发展轴线的集聚。

依托大运量综合运输通

道。其中，烟台在“三横”

发展轴中位于最北部的

一条轴，即德州—滨州—

东营—潍北—烟台—威

海北部横向发展轴，这条

轴顺应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规划进入国

家战略的部署，依托烟

台、威海等五大中心城

市，以德大铁路、大莱龙

铁路、龙烟铁路等为交通

大动脉，培育成为接轨京

津冀、带动全省北部经济

隆起的城镇集聚轴线。

而在“三纵”轴中的

沿海轴线依托沿胶新-蓝

烟铁路、青烟威城际铁路

等交通干线，连通青岛、

烟台、威海、日照等重点

城市，协调机场、港口等

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对

外参与东北亚地区竞争

合作。同时围绕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建设，集中发
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积极向省内进行产
业扩散与转移，建成山东

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城镇建设与人口：龙口城市规模将达到50-100万人

至 2015年，龙口将

跻身 5 0 - 1 0 0 万人城市

行列，蓬莱和招远也将

跨入 20-50万人城市的

规 模 。在 城 市 建 设 方

面，烟台将以老城为基

础两翼展开，南北贯通，

围绕山、海、岛、城一体

化来建设。在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方面，烟台将

按照人口向社区集中、

产业向园区集中和土

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

原则，积极稳妥推进

迁村并点，提高农村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水平，逐步实现农村

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

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

市民化。

旅游发展与交通：日接游客11万，立体交通网作保障

根据烟台市“十二

五”规划，未来五年烟

台旅游年接待人数将

达 4000万人次，每天有

近 11万人来烟旅游。但

目前每天饱和旅客运

送量却达到了约 4万至
5万人。

对此，全省“十二

五”城镇体系建设规划

中指出，未来五年将突

出城际干道、高速公路

和轨道交通建设，形成

便捷的城际交通网络；

城市交通与城际交通、

高速公路、干线公路、

港口和客货运主枢纽

等也将尽快实现无缝

对接。

其实，烟台在立体

交通网络的布局中早有

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

年潮水机场旅客年吞吐

量650万人次，并能够满

足直飞国内和东南亚地

区、大洋洲、欧美等主要

城市航线的机型停靠，

远期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2 6 0 0万人次，成为国内

民航大型机场。

而在《烟台港总体

规划》中，未来烟台港

区可建设港口泊位 5 0 0

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
4 0 0 多个，最终可形成

吞吐能力5亿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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