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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刘朋超

根据《济南市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5-2020年）》（公示稿）
内容，济南将打造“寿比南山”
品牌，促进南部山区养生养老
产业发展。目前，南部山区共有
七家养老公寓，七家养老公寓
多借助山区环境优势，主做中
高端养老服务。不过，这些养老
公寓入住率并不是很高，专家
认为，南部山区养老服务产业
化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牵头。

南部山区七家养老公寓

价格均在3000元以上

12日，济南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介绍，针对南部山区养生养老产业，
济南市尚未出台具体规划。“济南市
民政局与济南市发改委等8部门联
合编制《济南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
规划（2016—2020年）》。其中可能涉
及南部山区养老产业发展，该专项
规划力争在2016年上半年完成。”

虽尚未出台具体规划，但南部
山区养老产业已初露端倪。目前，济
南南部山区共7家养老公寓，其中1

家为政府公办，另外6家则由民间资
本经营。

目前，山东济南养老服务中心
为南部山区唯一一家公办养老公
寓，也是济南市唯一一家“政府投
办、医院运营”的医养结合型养老
院。接收半自理或无法自理老人，最
低费用为3500元/月。

其余六家则为民办，由济南市
历城区民政局管理。据历城区民政
局工作人员介绍：六家养老公寓，大
都主打南部山区生态养生品牌。其
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济南市森海颐
养苑养老公寓。

不过，12日，记者来到这家位于
锦绣川乡大泉村的养老公寓，却发
现该养老公寓已更名为德慧家园。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因经济纠纷，森
海颐养苑已被德慧家园养老院取
代，但依然是一家养老公寓。

目前，德慧家园养老院的最低
收费价格在每月四千元左右，至于
其他五家养老公寓，最低价格均在
每月三千元以上。

入住率并不理想

亟须政府扶持

记者发现，虽然环境优美，但上
述几家养老公寓的入住率并不理
想。如支岭山的一家养老公寓，近百
张床位只入住了20位老人；其他养
老公寓的入住率在10%—40%之间。

对此，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副教授张洪英称，入院价格
仍是决定养老院入住率的关键因
素。在此前济南市老年公寓宣传咨
询日上，记者发现想住养老院的老
人月退休工资在2000元左右。“老
人入住郊区的高档公寓，退休金不
够。而选择郊区便宜的老年公寓，
还不如在市区就近选择。”张洪英
称。

目前，山东省与济南市两级都
对养老服务业有一定的补助，但要
获得这些补助需要满足很多条件，
对入住率有较高要求。众多限制扼
杀了大批养老院获得补助的资格。
张洪英认为，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
的发展方式除了由政府买单之外，
产业化发展也应该是主流。“期待
政府部门能做出具体的发展规划，
使得养老服务真正走向产业化”。

南部山区养老公寓探访

主打中高端
入住率还不高

解读1：
本科以上学历
可随时申请落户

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
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在推进
市民化的过程中，落户是首
要面临的问题。

省城城镇化有关专家
说，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的
促进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大城市要废止购房、
积分落户的门槛。济南恰好
属于大城市序列，济南市根
据国家要求对落户作出调
整。具体来看，从今年到2020
年，全市外来务工人员年均
落户市民化16 . 4万人，全市
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
年均落户市民化3万人。据
悉，过去济南市每年外来务
工人员落户4万人左右，也就
是说，规划年均落户人数是
过去的4倍，这个数字是很大
的。为了实现如此多的外来

人口“市民化”，降低门槛是
非常必要的。

具体来看，外来人口分为
一般的外来务工者和高级技
术人才。以普通外来务工者为
例，像已经进城生活、工作多
年的存量外来人口，如果在城
市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工
作，可以优先落户。像是刚进
城时间不长的外来务工者，要
在以上人群之后再落。本科以
上学历及留学归国人员等人
群可以随时申请落户。

根据规划，济南新中心城
的规模在原来中心城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济南新区的核心
区部分，范围进一步扩大，中
心城的人口数量也相应增加。
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如果
进城落户人数跟不上，那么真
正的城镇化就无法实现。据悉

我省已经提出要求，各地要制
定出人口市民化的相关规划，
济南市公安部门也将针对城
镇化规划的具体要求，制定出
落户的具体细则。

如何吸引外来人口或是
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就业是
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关人士
说，产业支撑能力体现经济
活力，并持续创造就业机会，
这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条件和根本动力。为了实现
人的城镇化，《规划》也对产
业发展提出了有关要求：中
心城集聚发展服务业，卫星
城和小城镇重点发展工业，
强化梯度集聚。县域经济要
以园区为主要载体，抓好中
小企业集群发展，促进特色
产业向主导产业转化，提升
县域经济实力。

解读2：
齐河纳入卫星城
不受行政区划制约

卫星城也成为《规划》中
的一大关键词。规划公示稿中
给出了一张2020年济南都市区
城镇规模等级结构表，齐河和
章丘、济阳、商河、平阴一起，被
列入卫星城的范围中。

“卫星城有着明确的定
位，它们是中心城市功能在
郊区的扩展节点，与中心城
有着密切联系。”有关专家
说，齐河非常符合卫星城的
功能定位，从城市距离来看，
齐河离济南主城的距离跟长
清离济南主城的距离是差不
多的，齐河属于济南西北方
向的近郊位置，有着明显的
区位优势。《规划》首次引入
卫星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

的管辖和约束，主要是从大
的都市区概念出发来确定
的。“济南大都市区”也是此
次《规划》中的一大亮点，这
也是这个概念的首次亮相。

济南大都市区是什么意
思呢？有关人士说，济南大都
市区，是指一个高密度的人
口核心地区（大城市）以及与
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
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
地区的组合。简单来说，就是
人口密度、经济密度都较高
的经济区域，有较大的城市
作为支撑，有密切经济联系
的地域作为组合。由此看来，
齐河跟济南的关系正好符合
这样的定位，这也是本着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做
的规划，定位成卫星城，在基
础设施、招商引资等方面都
可以带动齐河的发展。

《规划》提出的济南大都
市区以济南中心城区为核
心，由都市中心区、都市拓展
区、都市一体化发展区组成。
齐河、商河、平阴都属于都市
扩展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对
行政区划提出了改革要求：要
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需要。”有
关人士说，济南的行政区划范
围具有扩大的潜力和空间，未
来增加2至3个区县是非常必
要的，将来行政区划如何调
整，目前还没有定论。

齐河和章丘、济阳、商河、平阴一起，被列入济南卫星城的范围中。图为济阳县的澄波湖湿地公园。（资料片）

存存量量外外来来人人口口可可优优先先落落户户
进城年限、固定住所和工作是落户关键因素

12日，《济南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2020年）》（公示稿）（以下简称《规划》）发布后，引
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外来人口落户究竟是怎样的模式？齐河为啥成了济南卫星城？“联合
市”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模式……13日，省城城镇化有关专家做了详细解读。

本报记者 喻雯

解读3：
联合市行政组织不变
资源收益共享

对此，相关专家说，通俗
点来说，就是距离比较近的
两个城市，虽然在行政区划
上是两个独立的城市，但是
经济社会联系比较密切，这
样的两个城市可以形成“战
略联盟”，它是一个象征性概
念，在行政组织上没有实质
变化，但在经济合作和环境
建设方面可以开展能落地的
实际合作。

“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合
作，也是‘分享经济’在城市
空间上的探索。”有关人士
说，济南市域的土地面积比

较小，可以与周边其他地级
市、县合作，实现资源优势的
互补。以齐河和济南两个地
方为例，现在齐河的很多招
商引资项目都开始打“济南
牌”了。以制造业为例来看，
一个项目在齐河建园，可以
享受济南相关的优惠政策
等，这样就能推进双方的协
调发展等，有关项目的收益
比如税收、财政收益等，两个
地方也可以共享。

“这是一种以市场机制
为导向的合作，突破了行政
管辖区域的约束，也是一种

创新的机制。”有关人士说，
以目前的济莱协作区为例，
双方目前在交通、基础设施、
教育等多方面有了合作的基
础，二者也可以建立“联合
市”的合作模式，共同发展。
此外，从泰安、德州的地域优
势来看，也可以探索与济南

“联合市”的合作模式。
由此看来，《规划》提出

“联合市”体现先导性，目前
济南针对“联合市”还没有具
体的合作名单，这需要相关
城市的共同认可和推动，未
来还需要相关的探索。

《规划》中提出，济南进一
步放宽落户条件，不得采取要
求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积分
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取消
购房和积分落户后，外来人员
或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如
何实现呢？济南将探索一种怎
样的落户模式？

齐河和章丘、济阳、商河、
平阴一起，被列入卫星城的范
围中。齐河并不在济南的行政
区划范围内，纳入到济南的卫
星城范围，为何会有这样的定
位？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相关城
市行政区划的调整？

“联合市”作为《规划》中的
一个新鲜词成为关注的热点。
具体来看，在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内合作发展“园区共建，财政
分享”的“联合市”模式。“联合
市”是什么概念？对济南的发展
有何带动影响？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