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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区总体规划
3月份进行论证公示

在济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交给先
行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坚持规划先行。济南
市政协委员、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
会主任宋卫东说，先行区初步规划范围1030
平方公里，其中黄河北730平方公里，没有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在去年6月下旬先行区领导
班子集中办公后，从零做起，完成包含100多
项指标的现状摸底调查，细致程度前所未有，
测绘完成黄河北1:2000地形图，为先行区总
体规划编制打好了基础。

先行区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山东优
势、泉城特色”的要求，形成以瑞典斯韦蔻设计
集团（SWECO）方案为主导的空间战略规划。启
动总体规划，同步编制交通、市政、产业、生态等
重要专项规划，该项工作主要以雄安新区总
规牵头承编单位——— 中规院来实施。

“今年3月份总体规划将进入论证公示阶
段。届时社会各界就能直观了解先行区的发
展蓝图。”宋卫东说，按照目前工作计划，先行
区总规力争4月份上报审批。

同时在今年1月份启动先行区3个片区的
控规和城市设计，优先满足先行区引爆区和
启动区的建设需要。

宋卫东介绍，城市规划是一个包含七八
个层级、完整丰富的规划体系，要是等这些规
划全部完成再建设，还要有个漫长的过程。先
行区建设力争2019年基本完成规划全覆盖，
打造城市规划中的先行区速度和多规合一先
行区规划模式。

优质医疗教育资源
向黄河北辐射

先行区规划范围涉及黄河两岸，面积上
千平方公里，规划建设好时间紧、任务重、责
任大。2017年8月31日，王文涛书记一行来先
行区调研，就加快推进先行区发展，明确了十
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其中一条就提出要划定
10平方公里引爆区，尽快形成聚焦和要素集
聚。引爆区建设也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引爆区在先行区核心区范围内，我们已
经基本确定10平方公里引爆区选址范围。”宋
卫东说，该范围包括两大区域，一个区域靠近
现有配套相对较好的片区，有利于建设等工
作迅速展开，另一区域沿黄河北岸、交通便利
地段布局，让社会各界更方便、直观地了解引
爆区建设进展，形成先行区建设的窗口。

宋卫东说，这里将是济南的城市副中心
所在区域。在这里将探索未来城市建设发展

模式，充分利用地下空间，重要枢纽交通组织
尽量布置在地下，地面用“窄街道、密路网”，
提前化解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同时，在高度
上严格限高，建筑高度不超过华山，把鹊山、
华山之间的视觉廊道全部留出来。

在引爆区建设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发展。宋卫东说，要完善基础设施，启动城市
主干道路、桥梁、地下快速路、综合管廊等建设。
力争在今年6月底完成各项前期工作并开工建
设。“目前，已与中国电建、中国交建、中国中铁、
中建八局等世界500强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初步约定投资规模4000亿元。先行区还将加快
策划优质医疗、教育、文化资源向黄河北辐射。”

让市民过黄河
像过小清河一样方便

报告中提到，打造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
也是建设先行区、开启黄河时代的重要抓手。

黄河1855年改道济南之后，就成为阻碍
北部发展的一道天堑。本届济南市委、市政府
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机遇，全力启动携河北跨，
把黄河变成济南城中河，让济南从大明湖时
代迈进黄河时代。

目前，济南市已经启动三桥一隧过河通
道建设，泺口穿黄隧道和凤凰黄河大桥、齐鲁
大道黄河大桥开工，济南黄河大桥改建计划
上半年开工。

据介绍，三桥一隧延长线共计54公里，其
中齐鲁大桥北延线3 . 4公里；济泺路隧道北
延线长约19公里，延鹊山水库向北至桑梓店
组团北边界；凤凰黄河大桥西延线向西穿越
城市副中心，长度约15公里；济南黄河大桥北
延长约16 . 6公里。

宋卫东说，未来，先行区规范范围内还将
进一步策划、规划、建设更多过河通道，让市
民过黄河像过小清河一样方便。同时，结合国
省道改线，全面建设先行区引爆区及起步区
骨干路网16条，共计108公里，让黄河北的骨
干路网和黄河南的骨干路网衔接，形成横跨
黄河的大济南路网格局，真正实现把黄河变
成城中河。

解决交通问题，还要解决景观问题，让市民
方便到黄河、喜欢到黄河。为此，我们按照国家
公园的标准，来规划打造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

目前先行区已启动前期相关工作，初步确
定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一期示范段范围自建邦
大桥至石济客专区段，长约13公里，南北平均宽
度约5公里，总规划面积约80平方公里。

目前正在进行“蓝绿空间”“生态空间”
“堤顶路利用”等专项研究，开展黄河生态景
观风貌带生态修复城市设计国际招标筹划工
作等。将来的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不仅能让
市民在两岸亲近黄河，还能从空中领略不一
样的黄河风情。

今年是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元年

1100平平方方公公里里引引爆爆区区力力争争66月月开开工工
济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拿出一段篇幅来安排

部署先行区建设，明确指出：2018年是先行区建设元年，要
举全市之力推进先行区建设攻坚。2018年，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区的10平方公里引爆区建设力争6月底开工。

1月8日，济南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济南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忠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8年要办好十八件民生实
事。十八件实事涉及交通、环保、老旧小区改造、教育、养老、健康、
医疗等多个方面，都是些市民真正关注、关心的民生事。

一、打通丁字路、瓶颈路27条。打通丁字路、瓶颈路27条，提高路网
密度，改善交通拥堵状况。

二、城区山体公园建设和山体绿化提升。开工建设城区山体公园20
处，山体绿化提升35座。

三、建设空气质量微型监测站。建设空气质量微型监测站2000个，
实现对空气污染的快速预判、准确分析和及时报警，保卫泉城蓝。

四、老旧小区整治和加装电梯工作。整治改造老旧小区472个、749 . 8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0万余户。推进符合条件的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政策实施。

五、提高供水质量。实施城区饮用优质地下水工程，在具备条件的
小区开展优质地下水饮用试点，采取多种形式让越来越多的市民
喝上优质地下水。完成城区供水低压片区管线升级改造6处，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对部分农村水源、管网等公共供水工
程进行提升改造。

六、改造城区道路积水点10处。对济微路、北坦南街、零点立交等10
处道路积水点进行改造，完善雨水管道等排水设施，对淤积管线实
施清淤疏浚。

七、公交线网优化。大力推进公交管理改革，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推动公交线网优化。新开通BRT线路3条，开通及优化公交线路20条，
新增、更新清洁能源公交车1000辆，加大公交场站建设力度，提高公共
交通分担率。

八、开工建设学生集中就餐场所50处。开工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学生集中就餐场所50处。

九、母婴设施及公益性幼儿园建设。在全市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
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
医院、旅游景区及文化娱乐等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100处。向全市
0-3岁婴幼儿母亲赠送0-3岁婴幼儿科学喂养工程书籍，并通过
APP客户端推送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开工新建改扩建普惠型幼
儿园50所。

十、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126处。

十一、新增养老服务设施211处。

十二、智慧便民服务应用“一点通”工程。整合政府和社会相关数
据、信息资源，实现社保实时查询、公积金缴存明细查询及排队提
前预约、护照办理、车辆违法查询、驾驶员记分查询、公交车到站信
息实时查询、不动产权证预约办理、个税查询与申报等20余项便民
服务和市内三甲医院预约挂号、生活缴费、疫苗接种、智慧诱导停
车等40项便民应用通过爱城市网APP实现查询与办理功能。

十三、免费产前筛查。为我市夫妇双方至少一方具有济南市户籍，
孕15周一20周6天、预产年龄小于35岁的孕妇(根据国家产前筛查技
术规范有产前诊断指征的孕妇除外)提供免费产前筛查服务。

十四、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2018年4月1日起，将城
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596元/月提高到616元/月。符合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由4277元/年提高到4928元/年。

十五、职工医疗保险二次报销。在一个医疗年度内，参保人发生的
住院、门诊规定病种医疗费用，经职工基本医保报销和大额医疗费
救助后，个人累计负担超过1 . 2万元以上的合规医疗费用再给予二
次报销，1 . 2万一20万元报销60%、20万-40万元报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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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济南济泺路穿黄隧道开工，将是黄河沿线最长的穿黄隧道。(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十六、发放80-89周岁高龄津贴。自2018年1月1日起。为具有本市
户籍，年龄80-89周岁，无离退休金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

十七、促进就业创业，实施巾帼就业工程。依托阳光大姐家政服
务公司，培训妇女2 . 3万名，安置妇女就业17万人次。根据就业援
助补贴标准调整的规定，结合我市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出台补贴标准调整方案，提高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和
社保补贴标准，加强零就业家庭帮扶力度，确保城镇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实施创业政策精准扶持，年内落实5000户个体工商户
创业补贴。

十八、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为全市3万名有康复需求的持证残
疾人和残疾儿童实施精准康复服务，康复服务率达80%以上。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刘飞跃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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