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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年年1166 .. 44万万外外来来务务工工者者将将成成济济南南 市市民民，，是是过过去去44倍倍
济南到2020年加入特大城市行列，让泉城泉水列入世界“双遗产”名录

本报记者 喻雯 刘雅菲

在《规划》中，明确了济南
未来的发展定位。其中，在省
内，济南将自己定位为“双核”
城市之一、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核心城市；国内定位为国家区
域性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具有
较强国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的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
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世
界定位为世界著名泉城，使泉
城泉水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
产名录，使泉水成为济南市最
大的资源禀赋和核心竞争力。

2020年的济南，全市常住
总人口达到770万左右，城镇

化率达到73%以上。城镇常住
人口达到570万人左右。济南
将努力实现97万农业转移人
口在济南市城镇落户，促进55
万左右城中村和城边村居民完
全市民化。

《规划》中指出，按照“尊重
意愿、自主选择,存量优先、带
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
口及其随迁家属、城中村和棚
户区人口、大中专学校毕业生
为重点,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放宽落户条件。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按
照城镇化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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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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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新型
城镇化规划编制课题组负责
人程道平说，为了实现如此
多的外来人口“市民化”，未来
济南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将是
一种趋势。

《规划》中指出，中心城适
度增加落户规模,合理规定落
户所需的合法稳定住所、合法
稳定职业的范围和条件,对参
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不
得超过三年,降低中心城落户

门槛,取消工作调动、大学毕业
生、复员军人安置落户附加条
件限制。

济南将放宽市内户口迁移
政策，将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城
镇社区公共服务管理。改造后
的城中村居民，依据济南户籍
管理有关规定完善户籍登记，
并参加相应的社区自治管理，
依法享有自治权利、履行相应
义务；参加居民养老和医疗保
险，会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
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
集机制；如果符合城市最低生
活保障、城市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以及其它社会救助标准的，
也会依法享受相关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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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都市区”，这也
是此次城镇化规划中的一大
亮点。“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
不可逆转,发展大都市区是
现代大城市发展的常规形
态。”程道平说，这也是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发展、全省城
镇化发展、国家区域性中心
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发展
济南大都市区,着力发展组

合式都市中心区,以中心城
为基础,推动济南新区和章
丘城区、济阳城区等卫星城
同步协调发展,规划中心城
部分功能向周边城区疏散,
增加吸引人口集聚的都市魅
力,增大省会集聚容量。

从《规划》来看，济南大
都市区分为都市中心区、都
市拓展区、都市一体化协同
发展区三个圈层有序推进。
都市中心区作为国家创新发

展高地和区域性经济、文化、
金融、商贸、物流中心,主要
包括主城区、东部城区、西部
城区和济南新区核心区；都
市拓展区是都市中心区产业
和服务功能的主要发展区和
都市新空间，主要包括毗邻
中心城区的章丘、济阳、齐
河、平阴、商河、肥城；都市一
体化协同发展区是联系密切
的多个大中小城市及近郊区
的一体化联动发展区,主要

包括淄博市区、泰安市区、莱
芜市区、聊城市区、德州市区
及禹城市。

“齐河、肥城都纳入到济
南的都市拓展区，这主要是
从空间地域、资源、产业的互
利为出发点，本着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作的规
划，在基础设施、招商引资、
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都可以
带动齐河、肥城的发展。”程
道平说。

齐齐河河、、肥肥城城纳纳入入济济南南都都市市拓拓展展区区
济南大都市区是新型城镇化规划一大亮点

近日，济南正式发布《济南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新型城镇化，最
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到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57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济南将迈过城区常住
人口500万的门槛，加入特大城市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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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的城乡建设规
划中，把城市分为禁止建
设区、限制建设区和适宜
建设区三类。对城市进行分
类保护。

其中，在禁止建设区内
原 则 上 禁 止 任 何 建 设 活
动。禁止建设区主要都是
基本农田保护区、水源保
护区、泉水直接补给区以
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水源保护区包括地表水饮

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泉域
地下水重点渗漏区以及河
湖湿地等；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包括柳埠自然保护
区、大寨山自然保护区和
长清寒武纪地质遗迹自然
保护区划定的核心区。

此外，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的控制区、一
般农田、山林绿化区、泉水间
接补给区以及重要生态廊道
等区域则被划为限制建设
区。在这些区域内，不宜安排

城镇开发建设项目，严格控
制项目的性质、规模与开发
强度。

此外，对于绿地、水体等
保护，济南将划出绿蓝两条
保护线。其中绿线为城市各
类绿地范围控制线，规定保
护要求和控制指标。蓝线则
划定出江、河、湖、库、渠、湿
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
制的地域界线以及泉水直接
和间接补给区、泉水径流敏
感区的地域界线，规定保护
要求和控制指标。

不仅为自然生态划线，
济南还划定出一条紫线来明
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
史文化街区，省政府公布的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
线，以及城市历史文化街区
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
保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
界线。

此外还划出黄线，划定
对城市发展全局具有影响、
必须控制的城市基础设施用
地的控制界线，规定保护要
求和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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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济南都是东西
狭长的布局形态，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济南的城市运行
效率和容量。2003年济南的城市
发展空间明确为“东拓、西进、南
控、北跨、中疏”的十字方针，在
此次的新型城规划中，这一方针
依然贯彻。未来济南不仅在西部
城区、东部城区和中央商务区重

点着墨，还将积极构建济南新
区，从而拉长南北距离，优化新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未来几年，济南还会推进
新中心城与章丘、济阳等卫星
城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一个组团
式的济南都市中心区。在这一发
展过程中，尊重自然的理念将得
以凸显，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
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在城区的连接处以及城区

内部，将会系统规划增加生态
基础设施用地，增加湿地、水
面、林地和绿化景观，为市民营
造出更多的美景。

城市发展后，也会吸引来
更多的人口。2015-2020年之
间，预计济南中心城常住人口
增加70万左右，周边卫星城人
口也相应增加。新增人口和规
划建设用地范围之间如何匹
配？济南也有了打算。

据了解，未来济南将根据
各城区发展定位确定各城区的
产业用地、生活用地和生态用
地规模。还会根据各城区未来
人口的物业需求和存量商品房
规模，测定规划期内各城区的
住房、产业地产和公共服务设
施开发建设规模，从而科学引
导城市开发，减少职住分离，避
免开发过度的“空城”和配套滞
后的使用不便。

根根据据各各区区定定位位定定用用地地规规模模，，不不会会出出现现““空空城城””

济南都市区城镇规模结构示意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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