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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省省城城今今年年试试点点宅宅基基地地有有偿偿退退出出
完成3处群众搬迁避让工程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喻雯 实
习生 陈淑毓) 2月济南二手房市场
呈现“量跌价涨”的态势。统计显示，2

月份济南二手房(住宅)挂牌均价10198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1 . 46%，已连涨15

个月。
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统计数字

显示，2月份，济南市区二手房网签量
1733套，网签面积127247 . 61m2，环比分别
下跌38 . 9%、39 . 0%，同比分别增长17 . 1%、
19 . 4%；其中二手住房网签1524套，网签
面积118091 . 23m2，环比分别下跌39 . 3%、
39 .2%，同比增长13 .6%、17 .8%。

2月，济南二手房住宅的挂牌均价
延续1月上涨态势，再创新高。统计显
示，济南二手房 (住宅 )挂牌均价为
10198元/平米，环比1月上涨了127元/平
米，涨幅为1 . 46%。较去年同期相比，济
南二手房住宅挂牌均价每平米上涨了
1140元，涨幅为12 . 59%。从当前二手房
价上涨的推动因素来看，学区房价格
快速上涨是一个较大的因素，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随着学区房价格的快速
上涨，其潜在市场风险也在加大。

从各行政区价格走势来看，上
月六大城区二手房挂牌均价呈现全
部上涨的态势。其中，市中区涨幅位
列首位，为3 . 33%，挂牌均价为10579

元/平米。历城区涨幅1 . 32%，挂牌均
价为 9 0 6 7 元 /平米。天桥区涨幅为
1 . 30%，挂牌均价为8630元/平米。高新区
涨幅为0 . 78%，挂牌均价为9000元/平米；
历下区涨幅为 0 . 7 2 %，挂牌均价为
12113元/平米；槐荫区涨幅为0 .38%，挂
牌均价为8690元/平米。

二手房2月份
价涨了量跌了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实习生 崔程娇 钟
行利) 7日，记者从济南市发
展现代农业工作会议上获悉，
济南多部门将于今年清理南
部山区饮用水源水库保护区
内的违章建筑、整治农家乐。
济南市今年将推开农村土地
确权登记工作，并逐步恢复10
万亩水稻种植。

3月7日上午，济南市举行
全市现代农业工作会议。济南
市农业局将建设济阳、槐荫和

历城三个水稻机械化生产示
范区，逐步恢复10万亩水稻种
植。据了解，今年小麦苗情总
体好于往年，农业部门将采取
各种措施保障夏粮丰收。

今年，济南市将在全市展
开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在
此基础上，济南市将探索筹建
市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和农
业担保公司，力争今年在章
丘、平阴、历城试点，逐步将归
属清晰的各类农村产权纳入
有形市场公开交易。

济南市水利部门今年计
划完成20万农村居民饮水安
全。商河县将利用新建的丰源
水厂，通过官网整合，解决北
部5乡镇饮水安全问题，实现
城乡供水一体化。济阳县将新
建稍门水库、水厂，新铺设管
道将现有5处规模化水厂进行
联通整合。历城区将利用山区
水库，通过新建规模化水厂，
解决南部山区农村集中供水
的薄弱现状。

针对卧虎山、锦绣川、狼

猫山水库等重要水源地周边
违章建设屡经治理效果不佳
的现状，济南水利部门表示，

“将联合多个部门，下决心治
理保护区内违章建设、整治农
家乐，清理库区周边垃圾。”

水利部门将推动116水利
服务热线建设，今年3月底，商
河、章丘、平阴、济阳 4 个县
(市)区要全部开通水利服务
热线电话并通过验收，历城
区、长清区今年上半年开通热
线并验收。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喻
雯 实习生 刘娇 韩清) 7
日，记者从全市国土资源工作
会上获悉，济南市政府与各县
(市)区政府代表签订了2014
年度国土资源执法监管目标
责任书，守不住耕地红线的县
市区将被问责。

“人多地少是济南的基本
市情，人均耕地仅0 . 9亩。”济
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晓
刚在会上说，市政府与每个县
(市)区政府都签了责任书，立
了“军令状”，哪个县(市)区守

不住红线，就要问责哪个县
(市)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姑
息迁就。

据了解，目前济南耕地后
备资源较少，且分布零散、整
治难度大，特别是北跨涉及7
万亩基本农田，如何调整和补
划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今年将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韩晓
光说，今年将做好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前期准备工作，处理好
与划定城市发展边界、生态保

护红线的关系，与土地总体规
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做好衔接，
开展北跨范围内基本农田易
地有偿代保试点。

济南今年将全面完成农村
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严格落实征地补偿政策，提高
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探索推
行被征地农民社保安置、留地
安置，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

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
改革，加快研究集体非农业建
设用地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
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流转工作，开展宅基地有偿
退出试点。今年还将加强地质
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防
治、应急四个体系建设，完成3
处群众搬迁避让工程，全力推
进7处在建治理工程，坚决确
保群众安全。

为了加强地质环境保护，
今年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将编
制山体保护利用规划，出台山
体资源保护办法，新启动33座
破损山体绿化治理，完成卧牛
山综合整治，确保成功申报

“中国温泉之都”。

水水源源保保护护区区内内违违建建将将清清理理
恢恢复复1100万万亩亩水水稻稻种种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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