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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抢眼

淄博市委、市政府出台新型城镇化发展意见，建设省会城市圈次中心

66年年百百万万人人进进城城 城城镇镇化化超超7700%%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刘峰 夏俊强) 淄
博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有了“指挥
棒”。淄博市委、市政府出台《关
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
(下文简称《意见》)，预计到2020

年，淄博市将陆续转移农村人口
100万人左右，届时城区常住人
口达300万以上；并实现将淄博

建设成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次中
心城市，以及全省东西部融合发
展枢纽城市的目标。

“到2020年，预计淄博市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
高于全省63%的水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城市定位上，淄博市将按照我
省“两区一圈一带”区域发展总

体布局，发挥好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次中心以及全省东西枢纽作
用，进一步对接济南，在推进济
淄一体化过程中提升城市的承
载能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新建一批高水平的
交通、信息、能源、水利等方面的
重大基础设施，淄博市发改委主
任孙来斌表示：“淄博市应抓住

‘一圈一带’带来的发展机遇，步
入发展的快车道。”

记者了解到，淄博将从城镇
化布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就业创业支持、城镇住房制度建
设以及生态文明建城等方面下
功夫，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

另外，淄博市还将以产业建
设、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组织

保障为重要抓手，保障城镇化建
设目标的实现。“不论是发展城
市支撑产业以提供就业岗位，还
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都是从人的角度考
虑，因为新型城镇化最首要的就
是人的城镇化。”淄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城建科主任科员刘
峰说。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升教育
卫生文体保障水平是重要的方面。

淄博将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
势和空间分布，合理配置城乡教
育、卫生、文体等公共资源，逐步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根据人口流
向，优化学校布局和建设规模，
鼓励支持城市教育资源向县城
和小城镇配置，最大限度地实现
各类教育要素的交流共享，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

此外，淄博还将加强县、乡
级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
设，完善以县级医院为主体、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
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积极探索
城市医院托管基层医疗机构机
制，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
城乡医疗服务机制。

城市教育资源

向小城镇配置

在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
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体
服务体系方面，淄博将完善市、
县、镇、村公共文体服务网络，加
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美术馆、体育场馆、群众健身等设
施建设，逐步实现向社会免费开
放，推动镇(办)综合文化站、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规范化建设，提高
公共文体服务水平。

为此，淄博将创新公共服务
供给方式，引入市场机制，扩大政
府购买服务规模，实现供给主体
和方式多元化，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和财力水平，逐步提高城
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发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
进展。

公共文化设施

逐步免费开放

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污污水水垃垃圾圾将将实实现现无无害害化化处处理理

淄博发展中的新城区。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推进集约节约发展方
面，淄博将提高资源利用率，
形成绿色低碳的城乡建设运
营模式。实行最严格的土地
管理制度，合理确定城市用
地规模，优化城市用地布局，
提高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投
资强度和环境效益。扎实推
进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加快节水型城市建设步

伐，积极引导中水回用、雨水
利用等非常规水源开发利
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优化能源利用结构，鼓
励发展太阳能、地热能、风
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有
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节
能环保、再生能源利用等优

惠政策，推进经济社会全方
位发展循环经济。实施绿色
建筑行动计划，积极开展绿
色生态城区建设，加快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大力发展节
能环保、安全耐久的绿色建
材。培育绿色消费理念，发展
绿色交通，倡导绿色出行，开
展绿色创建活动，构建城市
绿色生活空间。

开发利用好中水和雨水

淄博还将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科学编制镇、村规划，
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和规模，
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按照发展中心村、保护特色
村、整治空心村的要求，在尊
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

引导、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新
型社区和居民点。

坚持城市森林化、乡村
园林化的原则，积极开展美
丽乡镇、宜居村庄创建活动，
扎实推进全国“美丽乡村”创
建试点工作。村庄建设要注

重保护乡村自然风貌，着重
在原有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乡
村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推动实施城乡净化、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提
升村镇人居环境。

建设特色美丽乡村，保护自然风貌

本报记者 姜斌

“建设新型城镇，应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全过程。”市住建局城建科主任科员刘峰介绍，根据
《意见》的要求，淄博市将围绕“生态淄博”建设，加强生态建设和坏境整治，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启动低碳社区建设

根据《意见》要求，淄博将围绕生
态淄博建设，加强生态建设和坏境整
治，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开展低
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园区试点建
设，推动形成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生
产、生活和消费模式。

淄博将科学划定城市建设开发
边界，严格实行生态保护红线和用途
管制制度。实施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实施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
追究制度，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约束机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
产权交易机制。

实施城市绿荫行动

淄博将完善区域大气环境容量
总量控制制度和空气质量保障应急
预案，构建联防联动机制，强化环保、
公安联动工作机制，严厉打击偷排偷
放、违规建设、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城市建成区内及周边禁止新建高污
染项目。加强城镇污水和垃圾及工业
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逐
步实现污水和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建立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监
测预警机制和饮用水安全预警、应急
机制。实施森林围城、荒山绿化、路域
水系绿化、村镇绿化美化等工程，实
施城市绿荫行动，开展裸露地面绿
化，加快城市旧城区、城乡结合部等
重点部位的绿地设施建设。

为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近日，淄博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计划到2020年，全市城区常住人口达到300万
以上，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建设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区域中心城市。本报今日推出《新城镇·新生活》大型策划，带
您解读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交通、住房、生态、教育等各方面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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