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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本报记者 刘雅菲

20日的议政会上，山东建筑大
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姜
波说，济南的传统村落多坐落于周
边山区，资源十分丰富，比如长清、
平阴地区的平顶村落，章丘、历城一
带的石头村落等都是山东传统村落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对传统文
化的忽视及归属问题和研究力量薄
弱等问题，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一直
未得到重视，在以往住建部组织的
历史文化名村评选过程中，济南仅
有1处古村落入选。

姜波表示，济南目前亟需开展
传统村落专项调查，摸清传统村落
家底。同时，积极申报各级历史文化
名村，论述城镇化发展和传统村落
保护的关系，为“乡村记忆工程”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办法。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近几年来，济南市大力推进城
乡环卫一体化和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城镇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
城镇生活垃圾管理还存在着机制不
畅、投入不足等诸多问题。

面对这些矛盾，市政协委员、市
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李孜男
建议，抓紧研究居民生活垃圾处理
费计量及收费标准并立法实施。此
外，他还建议采用干馏、等离子电弧
低温裂解等新兴技术实现城镇垃圾
就地无害化处理目标。

生活垃圾计量收费

摸清古村落家底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刘
雅菲) 20日，市政协召开了积
极稳妥推进济南市城镇化进程
专题议政会。记者了解到，与以
往的政协专题议政会不同，本
次议政会增加了界别和党派代
表发言，还首次设置了现场互
动环节。

本次议政会以“积极稳妥
推进我市城镇化进程”为主题。
议政会上，委员们纷纷围绕这
一主题进行了发言。其中，城镇
化过程中的户籍和融资问题成

为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蔚
认为，要使农民在城里住得下，
首先要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
加快城镇户籍制度和城乡管理
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二
元社会结构，以传统的户籍制
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是
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面临的最
大的制度性障碍。而取消户籍
制度对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政
策限制，可以降低农民进城的

门槛，合理而有序地把在城里
有谋生技能和稳定收入的农民
吸纳为市民，通过户籍制度改
革给农民一个合法的身份，积
极推进城镇化进程。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
究院副院长、教授刘淑芳和济
南市政协常委、山东佳怡物流
有限公司总裁、民建济南市委
副主委王琳则都对城镇化融资
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

议政会上发言的市政协委

员、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工
程师李孜男是科技、特邀界别
的代表；省政协常委、省政府参
事、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
则是来自民进济南市委的代
表。据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主任孔炘介绍，这种党派、
界别代表发言，还是第一次。

议政会上首次出现的环节
还有委员发言后向市直相关部
门负责人提问。孔炘说，这种设
置是为了让委员和各部门之间
的沟通更加直接。

政政协协议议政政会会首首设设互互动动环环节节
聚焦新型城镇化，部门负责人现场回答委员提问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刘
雅菲) 日前，济南市交通运输
局集中对济广高速济南连接线
段店立交至绕城南线段工程、
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工程、济
南绕城高速济南连接线工程进
行了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信息公
示。记者了解到，这是济南在交
通项目方面首次进行社会稳定
风险分析，分析结果将影响到
项目的审批。

在此次的信息公示中，明
确了这三个项目可能存在的影
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主要来自
以下几个方面：项目的合法性、
合理性遭质疑可能带来的风
险；项目的土地征用、拆迁补偿
可能带来的风险；项目可能造

成环境影响的风险等。
据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规划室副主任纪文渤介绍，此
次公示只是提出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报告的第一步，为的是听
取与项目有关的市民反映的意
见建议。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暂行办法》中明确，重大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分为高
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级。低
风险是指多数群众理解支持但
少部分人对项目有意见，通过
有效工作可防范和化解矛盾。
记者了解到，只有评估等级为
低风险的项目才可能最终通过
审批。

评评估估““低低风风险险””才才能能通通过过审审批批
交通项目首次公示社会风险分析，市民可提意见

委员建议

承担济广高速济南连接线段店立交至绕城南线

段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工作的单位为山东省交通规划

设计院。地址：天桥区无影山西路576号，联系人：纪

文渤，邮编：250031，电话：0531-88329661，电子邮箱：
sdyghs@163 .com。

承担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工程和济南绕城高速

济南连接线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工作的单位为济南市

工程咨询院。地址：市中区旅游路28666号1区7号楼，

联系人：黄健，邮编：250002，电话：0531-82092203、
82092211，电子邮箱：82092203@163 .com。

市民对项目有意见和建议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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