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吕华远 组版：秦川

C12 今日济南

本报6月11日讯（见习记者 张頔）11

日下午，济南市实体经济重点项目银企合
作签约仪式在龙奥大厦举行，12家银行与
12家企业分别达成了合作协议。

为了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发
展的支持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发
挥金融在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
撑和保障作用，济南市委、市政府曾在 5

月份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指导意见。随后，相关部门对全市企业
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情况做了调研，促
成了这次集中签约仪式。

11日下午2时30分，工商银行山东省
分行营业部等12家银行按照国有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的不同性质分为
3组，与山东圣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12

家企业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

“缺少旅游大项目和精品项
目是北部旅游区域的现状。”市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实现
旅游业的大发展，必须紧紧抓住
旅游项目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
这两个关键，努力打造一批具有
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拳头
旅游产品。

据了解，目前在济南北部
已有鹊山龙湖、商河温泉城、澄
波湖梦幻岛乐园、华山历史文
化公园等重点项目开始建设，
部分度假、观光、休闲项目今年

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济南市旅游发展的长远规

划来看，更重要的是为黄河旅游
休闲业发展做好规划。济阳县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济阳尽
管已经编制了旅游发展纲要，但
还缺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单体
项目的详细规划设计。”

为此，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提出，济南北部“要抓住北跨
契机，将北部旅游初步形成产
业规模，促进济南旅游从‘泉水
时代’走向‘黄河时代’。”未来

济南北部要形成以小清河、黄
河为依托的水上黄金旅游带。
济阳、商河两县也将以“北跨”
为契机，以服务济南市民的休
闲游憩和高端度假产品开发为
主要方向，逐步形成济南北部
新的旅游增长极，打造北部乡
村休闲温泉度假区。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是济
南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发展
旅游产业不应该只盯着一个
点、一个镇，定位一定要高，要
跨区域合作开发。”市人大代

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马列研
究所、济南市情研究所教授、副
所长冯雷认为。

冯雷建议，“北跨”发展旅
游产业必须本着高起点、高水
平的标准科学规划，立足优势，
无论是产业布局、生态保护，还
是防洪设施都要考虑全面，面
对雷同的旅游资源，应该在规
划上下工夫。“山、泉、城、湖、
河，济南现有景点分布相对分
散。北跨发展，应该在黄河生态
旅游带上做大文章。”

和邻近的德州市齐河县相
比，黄河北部区县感受到了压
力，“在旅游发展定位上，齐河谋
划建设的旅游项目服务省城居
民的意识比较强，并且能够抓住
黄河北展区建设，依托济南市
场，把与济南的‘零距离’发挥到
极致，建设了泉城海洋极地世
界、国科高尔夫球场等一批大型
旅游项目。”黄河北区县一名政
府负责人总结说。

齐河与济南隔黄河相望。
在齐河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广告

牌上，该县这样描述自己的区
位和交通优势：“济南零距离，
机场三十分。”而在济南通往齐
河的济齐公交站广告牌上，齐
河干脆打出了“济南后花园”的
口号。而不少刚到济南的人，对
于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经常
出现的有关齐河的广告，也很
容易产生类似“齐河属于济南”
的印象。

实际上，和黄河北的济阳、
商河比，齐河旅游资源并不具
有压倒性优势，但齐河目前已

经拥有泉城海洋极地世界、齐
晏欢乐世界、晏子湖、玉带湖、
东盟现代生态旅游城等大型旅
游项目。

其中，冠以“泉城”名号的
海洋极地世界，位于建邦黄河
大桥西侧 6 分钟车程之内，将
目光对准了来自济南市区的
游客。根据齐河县旅游局网站
公布的数据，该项目每年可给
齐河带来数百万人次的游客
量。

齐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泉城
海洋极地世界让“数以百万计
的人走进齐河、了解齐河、宣传
齐河，扩大了齐河的知名度，去
年仅省部级领导就有20多人来
齐河，这在齐河历史上是从未
有过的，这种宣传效果，媒体宣
传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

该负责人总结，齐河作为
旅游资源并不优越的县市，“最
主要的是通过招商引资实施旅
游大项目建设，推进了旅游业
的跨越发展。”

不少济南市民都有这样的
感受，遇到节假日如果不出门
远游又不愿意呆在市区的话，
那么近郊可以出游的地方就只
有南部山区了。“倒是想到北边
玩，不过往北走实在想不出有
什么可玩的。”一名市民这样告
诉记者。

这样的看法并非空穴来
风，一到节假日，和动辄堵车的
南部山区相比，济南北部的确
显得相当冷清。对于前往北部
游玩的市民，除了夏季采摘、冬
季温泉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
游玩的项目。

济南旅游“南强北弱”的局面
已经持续多年。“北部各区县并非
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目的地，旅游
产业相对不发达，作为旅游业发
展必须要有的配套设施和相关产
业也不完善。”这是市园林局在

《北跨旅游发展建议》中对北部旅
游发展情况的一段陈述。

济南市旅游部门的一位负
责人对此感受尤其深刻，“北部
旅游一直是济南市旅游的弱势
区域，黄河及其他旅游资源的
旅游开发没有实质性启动。缺
少旅游大项目和精品项目是北
部旅游区域的基本现状。”

其实，济南北部并不缺乏
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条件，根据
市 规 划 局 提 供 的 材 料 ，早 在
2008年编制的规划中，就曾提
出利用黄河、沙河和温泉等自
然资源，拓展北跨区域的旅游
业发展策略。

以天桥区为例，小清河、黄
河从该辖区穿过，另外还有鹊山
这样有着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的旅游资源。而济阳县更有
着黄河、徒骇河、大寺河、土马
河、邢家渡引黄干渠等丰富的河
道水系，以及30万亩农业品牌基
地。位于鲁北地热区的商河，同

样也有着可以发展温泉度假旅
游的丰富地热资源。

守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
产品的效用却一直没有发挥出
来。对于其中的原因，济阳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坦言，旅游资源整合
和开发力度的不足，导致没有一
个旅游拳头产品，此外，宣传促销
造势不够、联动营销缺乏合力也
造成了旅游品牌的知名度不够
高，影响力不够大。

“要实现旅游业的大发展，
必须打造一批有影响力、吸引
力和竞争力的拳头旅游产品。”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2对银行企业

“牵手”成功

北部旅游区域缺少大项目和精品项目

和近邻齐河相比，北部区县“压力山大”

出游南山动不动就堵车，北部则显冷清

济南“北跨”，不仅仅是区域上的北跨，更是产业的北跨，旅游

业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北部旅游一直是济南市旅游的弱势

区域，在济南市实施北跨战略的背景下，旅游业也要积极实现北

跨，从“泉水时代”走向“黄河时代”。

▲位于黄河北齐河县的泉城海洋极地世界人气相当旺盛。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同在黄河北，齐河的旅游更热
专家认为，济阳商河可借鉴齐河旅游思路，打造乡村休闲温泉度假区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本报 6月 11日讯（记者 马云云）11

日，记者从济南市委组织部获悉，济南市
日前启动第六批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申报工作，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7月 16

日。在已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将对一次
集中引进的创新创业团队，给予最高500

万元经费支持，对全市产业发展影响巨
大、特别优秀的高端领军人才和团队，实
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

据济南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介绍，此
次引才将更加注重产业发展需要。以培育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导向，围绕创新型城市建设，大力引进
海内外顶尖人才、创新科技型人才；围绕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引进产业领军型
人才；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引进能够
支撑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的急需紧
缺高端人才。

更加注重引才层次水平。在实行《济
南市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规定》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了技术专家型创新人才、
管理型创新人才的标准，以及引才载体平
台的条件；将创业人才分为初创式创业人
才和嫁接式两类，并将创业项目具备良好
产业化基础作为重要条件；同时还明确了
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的引进条件。

此外更加注重引才扶持服务。在已有
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对于一次集中引进的
创新创业团队，可给予最高500万元经费
支持；对全市产业发展影响巨大、特别优
秀的高端领军人才和团队，将实行一人一
策、一事一议，以特殊优惠政策引进服务
和扶持。同时，整合引才绿色通道、人才居
住证、“齐鲁人才特区”等支持服务措施，
为引进人才提供全面优质高效服务。

此次引才申报工作将采用网上申报
及现场申报的方式。申报依托“中国济南
人才网”(www.cn-jnrc.com)“5150在线申报
系统”进行，网上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
间为7月16日，符合条件者进行纸质材料
申报，纸质申报截止到7月31日。

2009年济南市启动实施了“5150引才
计划”，计划用5年时间，面向海内外引进
150名能够提高城市竞争力、推动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济南
市政府专门设立了每年规模为1亿元的
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用于对引进人才的创
业资助、科研补助、待遇补贴、住房安置、
引进奖励等。引进人才可享受“321”的资
金扶持，即最高3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20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和100万元的安
家费。

目前已有5批209名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入选，计划目标任务提前完成。在此基
础上，济南于今年启动了“5150引才倍增
计划”，实现引进人才数量、质量、效益同
时倍增。

济南向高层次人才再抛“橄榄枝”

引进创新创业团队

最高可获500万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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