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8日讯 中国共
产党济南市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28日上午在山东会堂开幕。
王文涛代表中国共产党济南
市第十届委员会作了题为《敢
于担当 真抓实干 为“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不
懈奋斗》的报告。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
会执行主席有：王文涛、王忠
林、徐长玉、殷鲁谦、雷杰、王
以才、孙晓刚、苏树伟、谭延
伟、杨峰、雷天太、李刚、程德
智、秦传滨。

王文涛在报告中指出，未
来五年济南发展的总体目标
为率先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本确立全国重要的区
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
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地位，
基本建成与山东经济文化强
省相适应的现代泉城。

未来的五年，将是济南城
市各方面迅速提升的五年。首
先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王文
涛在报告中提到，济南的经济
总量在未来的五年要实现大
幅增长。不仅是量大，增速也
要跑赢全省，未来五年济南的
经济增速要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主要经济指标在副省级城
市中位次前移。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也要取得明显成效，金融
支撑功能、物流枢纽作用、创
新转化能力大幅增强，成为引
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一主一副，五大次中心，
十二个区域中心，加两个卫星

城”，这将是济南未来的发展
框架，它也将在5年之后基本
形成。届时，中央商务区会成
为济南新的标杆，城市更新换
发新的活力，“携河”发展取得
实质性突破，城市管理水平显
著提高，城市面貌形象显著改
善。有了轨道交通、高快一体
化路网，优先优秀优质公交的
助力，济南也将进一步“提
速”，城市国际化、新型城镇
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步加
快。

生态环境关系到每一个
人，在经过努力之后，济南的
生态环境也将明显提升。为
此，济南将持续加强环境保护
和生态建设，把人民群众对生
态环境改善的强烈期盼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使济南
实现天蓝气爽，山清水秀，让
人民群众听得到泉水叮咚，看
得见一城山色，享受到更多蓝
天白云带来的幸福感。

城市发展又好又快，居住
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也会跟着

“享福”。王文涛在报告中也为
市民描绘了民生方面的变化。
未来，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
增速，充分就业基本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无差别覆盖全部
常住人口，脱贫任务全面完
成，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公平、
更体面、更健康，过上更加有
滋有味儿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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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描绘未来发展方向

济济南南提提速速，，五五年年后后基基本本确确立立全全国国 ““四四个个中中心心””地地位位
“四个中心”建设形成发展路径

济济南南要要成成为为山山东东核核心心增增长长极极

未来五年济南发展
的总体目标为率先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建成与山东经济文
化强省相适应的现代泉
城。打造“四个中心”、建
设现代泉城，这是济南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
展的总体思路，也必然
是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的
关键词。其中，四个中心
建设是济南经济发展的
统领，对于扩大经济总
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
跨越发展都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在这一方面，济
南确定的目标是要形成
代表山东水平、辐射周
边城市、带动区域发展
的核心增长极。这一目
标如何实现？王文涛在
报告中也提到了路径。

打造区域性经济中
心，济南要下大力气做大
总量、做优结构、做强县
区。做大总量需要高度重
视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
的基础作用，支撑省会经
济做大做强、争先进位，
努力实现与山东经济强
省地位相适应。做优结构

需要结合济南实际，把增
强实体经济实力作为重
中之重。在县域层面，需
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
力度，统筹抓好市区产业
向远郊县转移、县域差别
化扶持政策完善落实、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接。

打造区域性金融中
心需要注重产业为本、金
融为用，依托黄河中下游
特别是山东工商业实力
雄厚的有利条件，广泛
吸纳产业金融资源，实
现与国家其他区域金融
中心的错位发展，在区
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
中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在中央商务区建设方面，
着力引进一批区域总部
型、功能性金融机构。

济南有得天独厚的
交通优势，打造区域性
物流中心过程中将把这
个优势充分发挥，推进
物流网络化、信息化、规
模化发展，加快构建与
枢纽城市地位相匹配、
开放高效生态智慧的现
代物流体系。并将优化
园区布局，加强物流园

区建设，依托重要交通
物流枢纽，结合县域经
济和重大产业集聚区规
划，优化完善物流园区
布局体系，推动物流产
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化发展。

打造区域性科创中
心，济南将注重转换创
新路径，把握新一轮科
技革命趋势，积极谋求
颠覆性创新，特别是从
济南最有条件、最具优
势、最有前景的大数据
和量子技术两大领域入
手，加快“数创公社”建
设，推进量子通信技术产
业化，努力抢占发展先
机，形成规模优势，实现

“弯道超车”和“变道换
向”并存。注重营造创新
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建立健全科技投入、
科技研发、科技评价和创
新保障体系，推动政府职
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
务转变。建设众创空间
和创客基地，培育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
文化，使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成为社会风尚。

C03济南加速度·看点

“产业是强市之基，产业兴
济南兴，产业强济南强。”王文
涛在报告中提到的这句话充分
凸显了产业对于济南发展的重
要性。而要建成“四个中心”，济
南计划大力实施十大千亿产业
创新计划，全面推动产业升级
转型。

济南要将自己打造成先进
制造业基地。通过做强电子信
息、交通装备、机械装备、生物
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优势
产业，形成一批支撑有力的千
亿产业集群。实施工业强基工
程，全力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
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业
和产业技术基础。还要实施企
业培育工程，全力打造十亿、百
亿、千亿企业梯队，同时围绕特
色产业、细分行业，打造一批

“隐形冠军”。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一

方面，推动市场决定性作用与
政府引导作用相结合，从市场
需求和济南市现阶段科技、产
业基础出发，推进落实《中国制
造2025》济南行动计划，积极对
接德国工业4 . 0，大力引进德国
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各类新技
术、新产品、新服务。还要推动
科技研发和实现产业化相结
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
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未来
的支柱产业。

服务业发展水平也需着力
提升。突出省会优势，推动生产
性服务业专业化、生活性服务
业品质化，打造在全国具有较
强竞争优势的服务经济强市。
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大力
发展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
老等幸福产业，丰富商贸流通
品牌档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的多样化需求。突出“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

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济
南严守耕地红线，稳定粮食生
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力
发展蔬菜、畜牧、林果等优势产
业，培育茶叶、中药材、种苗等
新兴产业，促进农业结构向多
维度和立体化调整。

十大千亿产业
推动转型升级

▲实现“四个中心”定位

后，泉城的夜色将更加璀璨。

（资料片）

五年后济南的交通将更

发达通畅。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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