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06

2016年8月3日 星期三
编辑：任志方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燕壹读

济南城市规划提交4年后获国务院批复

22002200年年中中心心城城区区常常住住人人口口不不超超443300万万
本报济南8月2日讯（记者

刘雅菲 刘飞跃） 2日，记
者从中国政府网获悉，国务院
原则同意《济南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

《总体规划》）。按照规划，济南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环渤
海地区南翼的中心城市，到
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控
制在430万人以内，保泉也被写
入了规划。

《总体规划》确定的济南城
市规划范围共有3257平方公

里，在这一区域内，要实行城乡
统一规划管理。到2020年，中心
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430万人
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10
平方公里以内。《总体规划》确
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外禁止设
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济
南需要进一步完善公路、铁
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疏
解区域过境交通，加强城市
内外交通的衔接。发展轨道
交通，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

体，各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多
层次、多类型的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方便不同交通方式的换
乘。做好停车场规划布局，推动
城市停车场建设。

水，对于济南这座以泉闻
名的城市而言格外重要。批复
要求济南划定城市蓝线保护范
围，严格控制用水总量特别是
地下水的开采利用，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建设节水
型城市。此外还需要加强对大
明湖、千佛山等风景名胜区、自

然保护区以及湿地、水源地等
特殊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制定
并严格实施有关保护措施。

一座城市还需要有优良的
人居环境。批复要求，济南要将
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目标纳
入近期建设规划，确保保障性
住房用地的分期供给规模、区
位布局和相关资金投入。还得
加快棚户区、城中村、城乡危房
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根
据城市的实际需要与可能，稳
步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还
需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
护。要统筹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
系，按照整体保护的原则，切实
保护好城市传统风貌和格局。

此外还需加强趵突泉、黑
虎泉、五龙潭、珍珠泉等名泉保
护，保护好南山北水与城市协
调发展的格局，加强对建筑高
度、体量和样式的控制和引导，
特别要控制好大明湖周边的建
筑高度，突出“山、泉、湖、河、
城”有机结合的特色风貌。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刘雅菲

新版规划为何来迟
其间国务院
暂停审批城市规划

早在2012年，济南市规划
局便发布消息称，该局积极推
进新一轮总体规划报批工作。
当年住建部常务会议对济南总
规成果进行了研究，原则同意
将济南市总规报国务院批复。
至此，国务院正式批复前的各
项工作均已完成。

不过，从2012年到现在已
经过了4年多，为何新版城市规
划迟迟不来呢？8月2日，山东城
乡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前段时间国
务院一律停止批复全国城市发
展总体规划，而济南属于国务
院审批的城市之一，所以拖了
这么长的时间。

据记者了解，正常的批复
流程是，省政府先向国务院申
报，然后是国务院各部之间召
开部级联席会，会上要征求各
个部委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修改方案，修改之后住建
部报到国务院，如果没有特别
的问题，国务院就能够审批了。
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部级

联席会议。
2 0 0 0年国务院批复的

《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
年-2010年)》，在一定时期内
对指导济南的城市建设、促进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随后，根据建设
部《关于同意修编济南市城市
总体规划的批复》( 建规函
[2003]255号)的指示精神，济
南编制《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5年-2020年)》。

“新版的总体规划批不下
来，老版的总体规划照样具有
法律效力，来指导济南的城市
建设，新版的下来，老版自动废
弃。”上述负责人解释。

迟了4年是否影响城建
之前的城建规划
已将其作为指导

不过，虽然过去几年时间
里《总体规划》迟迟没有审批
下来，但在济南进行城市建设
过程中，已经有不少地方将其
作为依据。

比如，今年5月开始招标
的济南知识产业园，规划布局
物流、科研等用地，完善生活
居住配套服务。有关部门在相
关回复中，引用的依据就是新
版《总体规划》。此外，济南市

在去年5月提出要建设1 0个
市级交通枢纽，背后也结合了
新版《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
结构与功能布局、轨道交通近
期建设规划。

据记者了解，城市总体规
划是指城市人民政府依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
历史和现状，协调城市空间布
局等所作的一定期限内的综合
部署和具体安排。城市总体规
划是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的第一
阶段，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
依据。总体规划期限一般为20
年，建设规划一般为5年。

“城乡规划法规定，所有的
建设活动必须在规划指导下进
行。济南的任何一项建设活动
必须以城市规划作为依据和指
导。而且从重要性上而言，规划
指明了济南城市下一步的发展
方向。”山东城乡规划设计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

人口定位是否合理
城区430万人口
符合城市发展规律

规划中提到，济南合理控
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中心城
区常住人口控制在430万人以
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10平
方公里以内。

而日前济南市委、市政府
印发的《济南市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5-2020年）》中提到，力
争到2020年，实现全市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73%以上，城
镇常住人口达到570万人左右。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的
城区常住人口是370万人，加上
章丘市的40万人是410万人。根
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
为特大城市，那这两个规划有
何区别呢？

“两者内涵不一样，前者
430万是中心城区，包括长清在
内的六区，而城镇化除此之外
还包括商河、济阳、平阴县，章
丘市，还包括一些乡镇，两者的
口径不一样。”山东城乡规划设
计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解释，如果达到570
万人口济南就属于特大城市，但
是430万并不属于特大城市，因为
国家在批复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
要按照城市发展规律办事，看实
实在在能增长多少。

定位有什么变化
仍为区域性
中心城市

在济南之前，我省青岛、淄

博两个城市的总体规划，也已
于上半年获得国务院批复。

其中，按照《青岛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1-2020年）》，
青岛将建设组团式海湾型宜
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根
据规划，到2020年，青岛将把
有条件的重点镇发展成为小
城市，城市（镇）群将由1个中
心城区（城市群的核心区），
10个次中心城市，35个重点
镇（或小城市），1000个左右
的新型农村社区中心构成。到
2020年，全市人口规模控制
在1200万人以内；中心城区
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6 1 0万
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
制在660平方公里以内。

青岛将实现从东部沿海经
济中心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
从东部沿海港口城市向东北亚
航运中心迈进；从风景旅游胜
地向国际海洋文化名城迈进。

相比之下，济南仍定位为
区域性中心城市，新的规划中
济南的定位为省会城市、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环渤海南翼中
心城市。而在之前的《济南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1 9 9 6 年 —
2010年）》中，济南也有着类
似的定位：省会城市，华东地
区北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

按按人人口口规规模模，，青青岛岛是是特特大大城城市市济济南南是是大大城城市市
专家称人口增长要按规律办事

8月2日，国务院原则同意《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这距离济南市规划局开始报批已经四年多了。专家表示，因为国务
院有段时间停止了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工作，导致济南总体规划姗姗来迟，不过老版规划仍有法律效力，仍能指导济南南建设。同时，把济
南人口定为430万，也是基于城市发展的规律。

按照规划定位，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环渤海地区南翼的中心城市。本报记者 张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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