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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济南天气:今天：多云，23℃～31℃ 明天：晴转多云，26℃～35℃。（济南气象台提供）

每隔几个月

就去北京逛逛

6月份，济南的一些商城年中
打折。以往，市民李颖颖都是一副

“大扫货”的架势，但今年显出少
有的淡定。“每隔几个月就去北京
逛逛，有合适的就买了。”李颖颖
说，自从京沪高铁开通后，她喜欢
上了到北京购物。

像李颖颖一样，京沪高铁开
通后，不少济南市民感到了高铁
的便利。据前期规划，预计到2020
年，济南西站的旅客发送量将达
到215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近6
万人次。在今年端午期间，济南西
站旅客日发送量突破2万人次。

“没想到人们对高铁接受得这么
快！”在济南西站工作的李皓说：

“原来认为，至少要经过两三年的
时间，人们才能接受高铁这种新
的出行方式。”目前，济南西站日
发送旅客量保持在1 . 2万至1 . 3万
人次。而在开通初期，日旅客发送
量维持在六七千人次左右，春运
期间达到1 . 2万人次，今年清明、
五一更是迎来了1 . 9万人次的“客
流爆发”。

“以前去南京出趟差怎么也
要花两天时间，现在早晨去，晚上
8点多就回到济南了。”做广告业
务的周先生说。

把京沪高铁

当成“班车”了

高铁的开通，不仅方便了“向
外走”，也为济南吸引京沪资源、
承接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

“有的同事开玩笑说，你把高
铁当成‘班车’了！”26日，在济南
漫博通动画制作有限公司，总导
演贾传玉告诉记者，现在他每周
都要在济南和北京之间往返，多
的时候要跑三四趟。

贾传玉所在的公司，总部设
在北京房山区，2011年来槐荫区
的齐鲁动漫产业基地设立了山东
公司，而贾传玉也开始在两地之
间来回奔波。

“济南地处京沪之间，区位优
势明显，而且运营成本低。”贾传玉
说，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北京一些
生产加工型企业会选择将团队、人
员转移到周边，济南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以动漫行业从业者为例，在北
京月薪四五千是较低的水平，而在
济南，这个数字已较可观。去年，济
南漫博通从山东高校招聘了100多

名新员工，定期去北京总部接受培
训，组建成一支新团队，而贾传玉透
露，到今年年底预计公司的员工人
数将达300人。

要能“吃进来”

济南还得练内功

目前，从一线城市转来济南
发展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
而行业高端技术还是倾向于从省
内往外走。要吸引人才和资源，济
南还有一些短板。

其实，在高铁开通之前，一些
专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高铁的
开通，对沿线地区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吸引力足够大，能把别处的
资源“吃进来”，否则，连自己也可
能“被吃掉”。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

铁岗说，随着高铁的开通，会促使
资金、人才、信息向发展环境优
越、行政效能高的区域聚集，而投
资环境不佳的地区会面临人才、
企业等流失的窘境。

“从这个角度看，济南尤其是
西部新城还要苦练内功。”李铁岗
说，政府要有更加开放的意识，要
高起点规划、高效服务，让经济发
展的成本更低，这样才能让区域
更有吸引力。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程道平也
有同样的观点：西客站带动发展
的前景是好的，但绝不是短短一
两年就能完成的，做好详细的开
发规划后，至少要拿出五年时间
为区域开发“造势”，推进基础设
施和公共投资的规划，比如道路
网的完善、景观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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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拉近了济南与京沪两地的距离。开通一年来，对济南市民来说，周末坐上高铁去北
京购物、去南京走亲戚已不是奢望，而搭着高铁的顺风车，一些外地企业也把投资创业的目光对
准了济南，尤其是西部新城。

在迅捷的交通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似乎离我们一步之遥。不过，虽然
前景广阔，但要真正做到引进来、留得下，济南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高铁开通一年来，济南市民北上血拼，北京企业南下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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