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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3月11日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瑶） 车桩
建好了，车棚有了，通电了，进入
2017年，济南市的公共自行车建
设提上日程。11日，公共自行车
距离跟市民见面又进了一步，明
确了前一小时免费，超出一小时
每小时收费1元的收费标准。不
久的将来，公共自行车小绿就将
跟济南市民见面。

划定租车点位，新上车棚，
今年1月份，济南市率先在历下
区推进公共自行车建设，自此，
泉城居民的自行车情结被唤起，
公共自行车的每一步进展都牵

动着成千上万济南人的神经。
11日，记者在历下区和平

路32号的公共自行车停车点看
到一张《租用公共自行车小常
识》通告。这个落款为历下区公
共自行车运营中心的通告，明
确了公共自行车的53个租赁点
位，详细规定了适用人群，押金
数额，使用流程等内容。

据通告，历下区公共自行
车的租用对象为12周岁以上至
65周岁以下，身高在145cm以
上，具有熟练自行车骑行能力
的需求者。凡不符合上述条件，
以及醉酒者、精神病患者、智力

障碍者等无法保障安全骑行
的，不得租用公共自行车。

市民首次使用公共自行
车，需要先办理租车卡。首次办
卡免工本费，第二次换卡、补卡
收取10元工本费。办理租车卡
需交纳保证金150元，另充值30
元消费。也就是说，市民首次使
用公共自行车需要付出180元
的押金和消费充值。

具体到使用费用，公共自
行车按小时分段收费。其中，租
车时间在1个小时以内免费，1
小时以后每小时收1元，24小时
以内最高收费10元；超过24小

时后每小时收费2元。
如果超过10天未还车则视

同在使用过程中将车辆丢失，
须进行赔偿。

这个收费标准，尤其是前
一小时内免费的标准跟已经在
运行的摩拜单车按每半小时收
费的标准形成差异，对部分骑
行距离不远，骑行往返时间在
一小时的用户比较有吸引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济南
市民办理公共自行车租车卡需
持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到
租车卡售卡网点办理。目前，只
有一处售卡点，位置在历下区

和平路36-2号济南历下区公
共自行车运营中心。

确定了办卡方法和使用
收费标准，公共自行车又向泉
城市民迈进了一步。但记者注
意到，目前仍有部分公共自行
车租赁点的车棚尚未建好，也
没有一处租赁点有公共自行
车现身。

历下区公共自行车运营
中心的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市
民还不能办卡，不过公共自行
车很快就将开始运营，后期根
据运营的具体情况将有可能
增加新的售卡点。

随着太原、兰州、呼和浩
特、武汉、广州、北京、上海等城
市相继建成公共自行车项目，
全国目前已有400多个城市和
区域建设了公共自行车项目。
以mobike和ofo为代表的共享
单车在国内突然火爆，事实上，
共享单车已经在很多城区和公
共自行车正面PK。

摩拜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王晓峰认为，共享单车与
公共自行车是互补关系(共享
单车采用的是无桩借还车模
式，人们通过智能手机A P P
就能快速租用和归还一辆单
车，是一种互联网短途出行解
决方案)。

面对互联网共享单车的
来势汹汹，中国城市公共自行
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总经
理陶雪军也感觉到“狼来了”。
但他认为，共享单车与公共自
行车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两者
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杭州公共
自行车是城市的公共基础设
施，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基本
出行方式。共享单车是一种商
业模式。

永安公共自行车董事长

孙继胜认为，公共自行车一旦
服务广大市民，服务就不会受
到共享单车的影响。除非某个
当地政府一时头脑发热、懒
政，而取消了城市公共自行车
服务。因为公共自行车服务是
免费绿色出行的惠民工程，年
龄覆盖面广，而共享单车的消
费者大多为22-45岁的白领。
他们对每次骑行一元同时交
299元保证金是没有感觉的。

根据永安公共自行车的运
营经验，孙继胜认为，共享单
车主要障碍是无序管理、无
人维保，最后旧车无人回收

（回收成本高），影响城市的
形象和环境。

不同的共享单车公司之
间竞争也很激烈，未来是否会
一家独大？孙继胜说，共享单
车是需要持续投入，因为车辆
淘汰时间短，使用6-12个月，
车辆破旧了，市民品尝无味
了，一旦新的款式共享单车的
公司进来，市民立马转向新的
APP下载，扔掉旧的APP，这
就要看谁的服务能力强了。
这与共享汽车APP使用场景
完全不一样，所以难以一家
独大。

本报记者 朱洪蕾
实习生 李一诺

经济林占
全省森林面积一半多

我省森林面积有4400多万
亩，山东省林业厅经济林管理研
究员陈学贵介绍，经济林面积约
占林木面积的一半以上。

经济林不仅占全省森林面
积的一半，每年种植的面积，也
能占一半。陈学贵介绍，全省
2016年新造林190多万亩，其中，
经济林面积有100万亩左右。

陈学贵介绍，现在各地的
特色经济林发展比较快，包括
苹果、大樱桃、冬枣等鲜果，
核桃等干果，木本、中药材、

调料、茶叶等发展都很快，种
植面积也很大。

在我省，种植面积最大的
经济林是苹果。据林业部门统
计，苹果种植大概有600万亩，
第二是桃，大概有270万亩，第
三是核桃，有250万亩。

由于经济林发展迅速，我
省一些地方都有自己的区域品
牌，像烟台苹果、沾化冬枣、阳
信鸭梨、历城核桃、泰山板栗、
蒙阴蜜桃、乐陵小枣等，都是知
名度非常高的经济林作物。

陈学贵说，现在的国有林
场大多是公益性林场，面积稳
定，主要是生态公益林，主要分
布在高山、远山，一些地理条件
比较差的地方，种植的主要是
松柏、刺槐等易成活的树种。这
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绿化，只要
能成活就行，不是以经济效益
为主，因为在这类地方即便种
植了经济林也不能正常结果。
而种植经济林能取得更大的经
济效益，所以不少社会资本选

择投资经济林。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上
对于林果类产品的需求量在不
断提高，发展经济林既能取得
生态效益，也能获得经济效益，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进入林
业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陈学贵说，随着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深
入推进，部分煤矿、建陶、化工、
机电等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
的企业，靠原来的发展路径已
难以为继，需要向绿色低碳环
保方向转型。一些房地产企业、
工业企业流转了一部分土地，
用来发展经济林。据统计，2015
年全省社会资本投资林业达
216亿元，占全省林业总投入的
81 . 2%，已成为林业生态建设
的主力军。

政府鼓励社会资本
进入林业

陈学贵介绍，目前，政府鼓

励社会资本进入林业种植，荒
山绿化现在有补助资金，大约
一亩地补助20元。

省林业厅厅长刘均刚在全
省林业创新投融资机制现场会
上表示，山东省林业工作着力
构建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
投入为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
投资方式多样化、保障有效、风
险可控的林业投融资新机制，
增强林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全
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

刘均刚表示，各地要尽快
熟悉掌握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运行流程、标准要求
和审批程序，及早建立和完善
林业PPP项目库，争取纳入国
家和省PPP建设项目。

近年来，中央和省里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林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要真正把这些扶持
政策落实到位，让各类投资主
体同等享受到政策补贴。

刘均刚表示，要积极争取

政府出台以奖代补、基地建设
补助、信贷资金支持、扶持龙
头企业发展等优惠政策。而且
对达到一定经营投资规模、符
合林业产业政策的各类经营
主体，优先给予财政资金补
助，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

各级林业部门也将不断深
化林权制度改革，为创新林业投
融资机制营造良好环境。比如降
低林业贷款门槛，推动建立公平
开放透明的涉林贷款规则，争取
降低林权抵押贷款、担保贷款、
林业小额信贷、联保贷款的门
槛，同时规范林权抵押贷款使用
管理，林权抵押贷款必须全额用
于林业生产、经营活动。

除了林业部门，银行也对
社会资本进入林业出台了扶持
政策，2016年11月8日，省林业
厅与省农发行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未来三年，省农发行
将对林业提供不低于200亿的
授信额度。

济济南南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一一小小时时内内免免费费
需交150元押金充30元使用费，超出一小时每小时1元

高污染企业向环保方向转型 看好经济林发展

社社会会资资本本成成种种树树主主力力军军
每到植树节，有不少市民会选择种上一棵树，树的品种，松树、柏树、杨树都有，同样，林业部门每年也会种上百万亩亩的生态公益林。但

是，每年种的经济林数量要超过生态公益林，种树的主力也逐渐从林业部门变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已成为林业建设的的主力军。

业业内内人人士士：：共共享享单单车车和和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互互补补

济南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设的车桩。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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