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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刘雅
菲） 25日，政协第十三届济南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召开，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原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党
委书记田庄任政协济南市委员会
副秘书长（正局级）。而接替他主
政济南市城乡建设委的，是原济
南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蒋向波，目前已到任工作。

田田庄庄调调任任济济南南市市政政协协副副秘秘书书长长
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蒋向波接任市城乡建设委主任

本报记者 刘雅菲

25日，记者了解到，截
至去年年底，济南市每千人
口拥有床位6 . 8张、卫生技
术人员9 . 8人，虽然居全省
首位，但距离经济发达城市
仍有不小差距。

济南市政协常委，市卫
计委主任贾堂宏代表医药
卫生界别组发言时表示，作
为医改的硬骨头，公立医院
改革存在诸多问题。贾堂宏
说，公立医院面临编制制
约，随着县级公立医院服务
人口、服务项目的增加，在
编人员只减不增，多数县级
公立医院编外人员已占到
40%，麻醉、影像、病理、儿
科等专业人员不足，急需专
业人才因招聘制度限制不
能招入。

贾堂宏表示，济南公立
医院改革“在县域全覆盖的
基础上，即将在城区破冰”。
他表示，从长远发展看，应
按照医疗服务成本和技术

等级，科学制定各级公立医
院医疗服务价格，“建议省
级制定县级公立医院医疗
服务指导价格”。

贾堂宏说，试点期间，
市级调整价格总量可根据
上年度全市所有县级公立
医院药品实际平均价差总
量的 8 0 %，由市级价格主
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计
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综合平衡，合理制定全
市统一的试点县级公立医
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并
报省相关部门备案后实
施。然后，以省为单位，同
步推进省域内各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价格调整政
策，对不同级别的医疗机
构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
分级制定指导价格，适当
拉开差价，促进分级诊疗制
度形成。

贾堂宏还建议，公立医
院院长取消行政级别，实行
年薪制；设立医院管理职称
系列。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十三五’规划的编
制，规划定位十分重要，建
议创新性定位为‘绿色发展
规划’。”市政协常委、市林
业局局长李景全代表市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发
言时表示。

李景全认为，总体而
言，济南市经济尚未完全摆
脱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
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建议建
立一套可测量、可评估、可
比较的绿色发展评估指标，
从客观上衡量绿色发展的
实际进展。

“单位GDP能源消耗量

下降18%；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消费比重15%以上；大幅度
削减污染排放，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减少16%左右；增加森
林碳汇，森林和城市绿地覆
盖率各提高3个百分点。”在
具体指标上，李景全对比“十
二五”规划前四年完成情况
以及新形势的要求，给出了
具体建议。

济南是“全国公交都市
试点城市”和“国家住宅产
业化综合试点城市”，李景
全还建议，绿色发展指标体
系中应设置“绿色出行比
例”和“绿色建筑比例”两个
控制性指标，以定量的方式
对城市发展提出约束。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市政协常委黄明代表
民进济南市委员会发言说，
应该复旧创新，让文化成为
提升济南城市首位度的强
大引擎。

“相对于城市‘绿道’，
济 南 还 应 该 建 城 市‘ 文
道’。”黄明说，城市“文道”
将城市人文景观资源组织
成为线性的空间文化集群，
从而极大地发挥城市空间
的文化影响力。对于济南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泉城
历史文化风貌带、古城区、
老商埠区、老工业区，还有
齐长城、黄河、小清河、古村

落等，均有条件规划建设城
市文道，穿起散落的文化珍
珠，彰显城市文化精粹，形
成区域性文化旅游线路。

除了“文道”建设，济南
还应该在再造古街巷方面
继续做文章。现在芙蓉街—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建设，
世茂-宽厚里的落成，让泉
城古韵再现，并经与现代商
业文化相结合，成为“老济
南新城市”的一张文化名
片。“硬件已建成，今后应着
力提升商业业态，使古城真
正活起来、火起来 ,就像成
都的老街锦里、宽窄巷子和
重庆的磁器口，真正变资源
优势为产业优势。”黄明说。

除了“绿道”还得建“文道”
形成区域性文化旅游线路

设置“绿色出行比例”指标
以定量的方式约束城市发展

公立医院改革将城区破冰
医疗服务有望分级制定价格

资料显示，田庄今年58岁（1957
年3月生），济南人。1972年12月，15岁
的田庄成为沈阳军区空军一名通信
战士，后来转任济南军区，经过近22
年的部队锻炼后，1994年8月调任山
东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4年后于
1998年4月调任济南市，任市政府办
公厅副主任，3年后于2001年1月又调
任济南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此后
田庄主政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建委）
整整15年之久。

在济南市（城乡）建委主任位
上，田庄的政绩也是可圈可点。仅从
去年工作看，改革审批制度实现突
破，“批管分离”“两集中、两到位”。对
市民服务热线12345热线办理不断优

化，抽调专人成立热线办，编印办理
手册，增设了电话回访环节，提出

“两日回退、五日办结、严控延期”，去
年有三次月评全市排名第一。还有
在住宅产业化，农民工工资清欠等
工作不断推进，对济南市建筑业实
现平稳较快增长，房地产业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9月25日，记者查询济南市城乡
建设委官网，领导信息一栏已更新。
接任田庄的是原济南市交通运输局
党委书记、局长蒋向波。

公开资料显示，蒋向波是一名
“60后”，和田庄一样曾在市政府办公
厅工作。2004年11月任市级机关事务
管理局局长，2009年3月兼任市政府

副秘书长，2012年3月至2015年9月任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党委书记。
3年的交通局长任上，蒋向波显示出
来他的工作能力，任上积极解决济
南市主城区快速路和外围高速公路
衔接不畅问题。随着二环西路高架
南延、二环东路高架南延及二环南
路高架东延等项目的推进，将与北
园高架形成“环”状连接，泉城“高快
一体”出行路网雏形初现。公交优先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济南成为全国

“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首批创建
城市，城区新能源公交车放量增长，
增加线路，加密班次，社区公交，发
车时间延长和提前，农村公路也在
加速连接成网。

田庄 蒋向波

田田庄庄见见证证济济南南城城建建1155年年

““济济南南也也该该有有个个国国家家级级新新区区””
专家建议充分利用西部资源助力济南发展

25日，市政协十三届二十
一次常委会议将目光聚集在
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参会的
委员、专家也纷纷围绕规划编
制建言献策。其中，市政协常
委、济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
黎明建议，济南也应该有个国
家级新区，来促进城市发展。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打造国家级新区

能率先获得机遇

早在2002年，济南就提出了“东
拓、西进、南控、北跨”的战略规划，
依托这一战略，济南东部新城、西部
新区建设迅速展开，已成为济南产
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空间载
体。但直到现在，济南依然面临一个
尴尬的事实——— 经济首位度不是在
提高而是在降低，产业发展规模、科
技创新能力仍然落后于周边区域性
中心城市。

市政协常委、济南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马黎明认为，造成这样一种
状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
是济南行政区划面积偏小、尤其
是缺乏一个能够与国家战略对接
的优质发展空间。马黎明认为，打
造一个国家级新区，能够率先获
得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从而把济南真正建设成为全国重要
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国家级的新区

放西部挺合适

在哪里打造济南的国家级新区
更合适呢？马黎明认为，济南建设
国家级新区的最佳选择，就是以
槐荫区、长清区为主体，整合周边
各种优势和便利条件，打造济南
西部经济新区。

“上海和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经
济中心和科技、金融中心，济南在这
条中国最重要的南北经济大动脉中
处于战略节点位置，济南西客站是
京沪高铁五大枢纽之一，这种区
位条件是将济南西部打造成国家
级新区的最突出优势。”此外，在
科技和经济方面，西部地区拥有
长清大学城科技园、创新谷、济南
经济开发区、槐荫经济开发区，以
西客站为核心，新的金融后台服
务区和会展中心正在规划和建设
之中；在生态方面和历史文化方面
也有着充分的优势。

“目前，济南土地资源十分紧
缺，尤其是中心城区和东部地区，相

比之下，西部地区的空间资源更有
利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马黎明
说。如果能对西部地区空间资源及
城市功能进行统一规划与配置，西
部地区的空间资源将会成为带动济
南城市发展的巨大优势。

用好高铁、大学城

西部将成发展高地

“可以充分利用高铁枢纽优势，
将济西新区打造成中国高铁经济带
上承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产业
转移的示范区。”马黎明建议，还
可以在西客站片区建设承接京沪
区域总部经济基地，在创新谷、济
南经济开发区、槐荫经济开发区
建设承接京沪高端产业转移园
区，将济西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
要的先进制造业发展高地。

长清大学城有众多的高校，“如
果能够积极引进和集聚国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和行业龙头企业等创
新主体，搭建新型创新成果转移转
化平台，济西新区就可以建设成为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

区位条件是将济南西部打造
成国家级新区的最突出优势。图为
西站大厅指示牌已预留地铁位置。
王媛 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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