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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西客站去机场拟建轨道交通
从西客站始发的另一条线路拟通向奥体中心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马

云云)省城轨道交通建设又有新
进展。14日，记者随12345热线

行活动采访得知，将有两条轨

道交通线路从济南西客站始

发，拟分别通向济南国际机场
和奥体中心。目前两条线路位
于西客站主站房的预埋工程正
在施工。

14日，槐荫区西客站建设

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西客站主站房的地下

二层和三层，分别预埋了轨道

交通1号线和6号线的站台及预

留通道。据介绍，1号线拟从西
客站通向奥体中心，6号线则拟

从西客站通向济南国际机场。

目前，两条线路的预埋工程正

在进行之中。

站台和预留通道的建设为
未来轨道交通的铺设提供了空

间。该工作人员介绍，一旦将

来省城轨道交通建设进入实质

性阶段，只要在西客站接上轨

道就可投入使用，不必再进行
重复开挖。不过至于轨道将如

何铺设，目前尚无确切消息。

轨道交通的建设是西客站
实现“零换乘”的重要部分。据
介绍，济南将在西客站站房东

侧，建成西部最大的长途客运枢

纽，在地下一层建成长800米的

出租车专用通道，地下二层建成
大型机动车停车场，并建成19条

公交首末站，形成包括京沪高

铁、轨道交通、社会车辆、出租

车、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在

内的交通体系，实现乘客出行
“零换乘”。

目前西客站片区建设正有

条不紊地进行，站房主体工程
已经完工，现在正进行装修。

预计2011年7月通车时，西客站
周边的交通体系配套工程将基

本完成。

济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良表示———

应急救援工作纳入
当地年度责任目标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马云云)“钱可以再挣，生

命却只有一次。”14日，在

济南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应

急救援工作推进会上，联

想起近期各地频发的灾害

事故，济南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王良表示，济南市

必须加强资金、装备等方
面建设，增强对突发事件

的应急反应能力。

“防患重于抢险，不久前

发生的上海高楼大火事件给

我们提了个醒。”会上，王

良多次提到上海大火，他

说，经过不断发展，济南市

的应急救援工作已经有了

良好的开端，目前已基本

建立了综合性应急救援力

量体系和应急救援运行机

制。但他同时表示，济南的

应急救援工作发展还很不

平衡，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与应对突发事件的实际需

要还有较大差距，实战经验

不足。而且近五年来，济南市

发生的应急救援事件以每

年10%的速度递增，这更给

应急救援工作提出了挑战。

为落实战勤保障，近年

来，济南市各级政府累计

投入资金近2亿元用于加

强应急救援装备建设。“花

这么多钱值不值？”王良说，

面对2亿元这么大的数字，

济南市曾经犹豫过，但最终

还是决定花这笔钱，他说，

买了不一定用得上，但是一
旦有需要就有了保障。王良

说，下一步济南市将继续加

大应急救援投入力度，并将

把应急救援工作纳入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总规划和年

度责任目标。

明年上半年再征召

200名合同制消防员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马云云)在14日召开的全市

应急救援工作推进会上，济

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

良做出表示，济南将为各界

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创造条

件。

王良表示，面对灾害

事件，日常的实战演练非
常重要。目前，济南市已经

同意建设应急救援综合训

练基地。王良要求相关部门

抓紧落实选址、立项等事

宜，争取明年初开工建设。

济南市将进一步完善

联训联战机制，要求各县

市区政府应急办每季度至

少要组织一次拉动演练，

市政府应急办每半年至少

要组织一次拉动演练。

王良要求济南市市直

各部门建立本系统内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明年上半

年，济南市政府将再征召
200名合同制消防员，全部

充实到各县市区综合性应

急救援队伍，使全市每个应

急救援大队人数达到30人。

应急物资将要实行

备案登记动态管理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马云云)14日，记者从济

南市全市应急救援工作推

进会上获悉，济南市将形
成社会化应急联勤联动保

障体系，并对应急物资备

案登记，建立动态数据库。

济南市将开展应急物
资备案登记工作，建立动态

数据库，有针对性地储备应

急救援物资，“知道谁有物
资，物资在哪儿。”同时还

要加强对储备物资的动态

管理，保证及时补充和更

新。为最大限度地调动社

会救援力量，济南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王良要求，

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要

与大型商场、企业签订物
资保障合作协议，市应急

部门建立与民航、铁路和

交通部门的紧急调用、机

动运输等应急机制，形成

社会化应急联勤联动保障体

系，确保一旦发生灾情，能够

快速集结，充足保障。

130个街办(乡镇)建立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刘爽 通讯员 丁麟宏 王

东)14日，在济南历城区全福

街道办事处内，毕业于济南

大学的小赵找到了自己满意
的工作。据悉，为了充分实现

大学生就业，济南全市10个

县(市)区在130个街道办事

处(乡镇)全面建立了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大学毕

业生的就业工作实现了“有

人想、用人问、有人管”。截至

上月底，济南生源高校毕业
生已实现就业25896人，占今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的

78 . 47%，年底实现应届毕业
生就业率80%的目标已成定

局。

省城市民率先

体验三屏互动
电视电脑手机

接力收看节目

本报12月14日讯(记

者 邢振宇 实习生 江

向荣)14日，济南广电部门

召开发布会，济南在全国

首家实现了有线数字电视

节目在电视、电脑、手机之

间“三屏联动、断点续播”，

市民可随时随地不间断收

看节目。

济南广电网络中心一
位负责人表示，三屏联动

业务，是在有线数字电视、

互联网、移动网络三个平
台间实现视频节目三屏联

动、断点续播的一项新服
务。市民可以在出游时用

手机、互联网体验“视频点

播”提供的电影、高清节

目、电视剧、科普纪实等精

彩节目，也可以足不出户

在家通过电视点播收看电

影大片、最热电视剧等海

量视频内容。

三屏联动平台可对用

户和节目进行统一管理，

实现同一视频节目分别在

电视机、电脑及手机三个

显示终端上的播放。用户

在任意一个终端暂停收看

的节目，三种收看方式之

间切换时，不需要快进到

自己收看的时段，全都会

自动进行无缝续播。该负

责人举例说，市民在家通

过电视观看精彩大片时，

突然有急事要外出，这时

就可以暂停播放，可换用

手机继续收看，到了目的

地还可用电脑继续看。

普通市民如何实现三

屏联动？有线数字电视用

户需购买“视频点播”节目

套餐，而宽带用户与手机

用户需登录m.huiju.tu或
m.汇聚网.中国，完成用户

注册后，无需下载客户端

软件即可登录汇聚网进行

视频点播。“视频点播”套

餐每个月15元，一年180

元，但是三屏联动只限于

点播节目。

省城确定未来五年市政公用事业任务

公共服务将适度超前发展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邢振

宇 马云云)14日，济南市政府召
开了第6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

则通过了《关于推进市政公用事

业加快发展的意见》。会议确定

了“十二五”期间市政公用事业
八大主要任务，确保市政公用事

业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实现适

度超前发展。

会议提出，为适应城市化进程

加快的需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围绕“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造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宜业宜居环

境”的总体要求，加快城市新区、市

政公用机制体制建设，推进老城区

改造提升，新区实施城市建设重点

推进项目和综合整治重点推进项

目。不断提高市政公用设施承载能

力和公用事业服务水平，深化市政
公用行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

市政公用事业加快发展，确保市政
公用事业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

实现适度超前发展。

按照部署，“十二五”期间，济

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方向和主

要任务是提升市政道路承载能力，

提高城市道路亮化水平，完善城市

排水防洪体系，确保城市供水安

全，增强城市集中供热保障，提高

城市燃气安全供给水平，确保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运行安全，强化公用

事业行业监管，通过积极努力，实

现主城区范围内市政公用基础设

施配套更加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

能明显提升，公用事业保障水平显

著增强，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全面提高。

会议审议通过了《济南电力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提交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传达了全省新农

保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贯彻

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4日，圣诞节进入倒计时，济

南的圣诞气氛浓起来。济南街头的

圣诞树也成了年轻人喜欢的留影
对象。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圣诞气氛浓起来

关注济南市应急救援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