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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抢眼

建综合管廊，电力杆线等入地，开发地下空间

城城市市开开发发由由平平面面向向立立体体转转型型

“城市管理也是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将继续培
养专家型的城市管理队伍，建立人
才引进激励机制，吸引国内外高级
人才参与全市城镇化进程。并利用
各种形式普及现代化常识，帮助农
业转移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社会。”淄
博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另据了解，为了避免城镇建设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土地利用问题、
保护稀缺土地资源，《意见》要求按
照控住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深化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建设
用地利用效率，增强城镇化发展的
土地保障能力。

而针对城镇化过程中的融资难
题，《意见》提出在用足用好国家、省
关于区域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后，
应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政
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建立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的资金筹措机制，为城镇
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此外，《意见》还指出应完善新
型城镇化的法制化保障，加强对新
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户籍管理、
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建
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新情况新
问题的研究，加快推进城镇化的相
关立法工作，“利用我市地方立法权
的优势，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
需要，适时制定出台相关的法规规
章，提高城镇建设的规范化、科学
化、法制化。”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
所律师、淄博市政协委员崔冠军说。

组织保障：

规范建设用地

完善法制保障

为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淄博《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从发展城镇支撑产业、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组织保障等四方面提出了要求，保证相关措施的顺利施行和新
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在今年淄博市两会上，淄
博市市长徐景颜指出，要推进
新型城镇化应通过强化交通
体系、能源供应、水电暖等地
下管网建设等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的方式，提升城镇综合承
载和服务功能。而根据《意见》
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应适
度超前配套衔接基础设施，提
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以淄博市地下管线系统
为例，今年5月，淄博市地下管
线的“大管家”——— 地下管线
信息系统的试运行，不仅可以
快速准确进行事故预警，还可

以根据事故迅速形成应急预
案，尽可能减少管线事故对附
近居民的影响。“这一系统在
省内同类系统中功能最多，我
们还将对该系统更新升级，做
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
划，推动城市由平面开发向立
体开发转型。”淄博市管线处
信息技术科科长孟慧介绍。

除了地下管线系统，《意
见》还对移动通信、交通设施
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要求。
在资本供应方面，除了政府出
资，淄博还将积极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基建：超前配套基础设施

“乡镇企业，尤其是小微企
业想要生存发展，并有效发挥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的作用，必须与城
镇支撑产业相契合。”淄博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主任科
员刘峰介绍，培育城镇特色支
撑产业，是夯实城镇化发展经
济基础，让农业转移人口进的
来、留得住的重要保障。

下一步，淄博将着力培育
城镇支撑产业，实现农业、工
业、服务业“大联合”。

“发展现代农业，在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也要完善
农产品流通体系，让农产品卖
得出去。推进工业转型，不仅要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兴
产业；最值得关注的是服务业
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加速
发展公共服务业，扶持发展生
活性服务业，引导形成以服务
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市经信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新建城区，应培育技
术含量高、竞争能力强的朝阳
产业，并注重产业集群的发展。

发展产业：培育城镇支撑产业

说起进城，家住博山区博
山镇农村的宋女士有些忧虑，
家里两个孩子都已经在张店城
区安了家，也多次想把老两口
接过去住，“虽说城里条件比村
里好，但现在拿着村里的养老
金和医疗保险，进城以后也不
知道是个啥情况。要是没有了
保险，不是给孩子添麻烦吗？”

“未来6年，淄博将重点推

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
化，完善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
和医疗保险，并实现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
助制度的衔接，保证城乡社会
保障和社会救助的统筹发展。”
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实现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统
筹，将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壁
垒，为实现新型城镇化助力。

完善社保：推进社保体系城乡一体化

本报记者 臧振 通讯员 刘峰 夏俊强

淄博市小城镇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通讯员 肖成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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