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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济南跨黄河首条有轨电车有谱了
计划从济南东站向北，经先行区到达济阳区，线路全长约35 . 5公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飞跃

建设中的凤凰大桥
为跨黄电车预留轨道

根据该招标公告，从“环评”到“社
稳”再到文物保护，非常全面，这也代表
着跨越黄河的首条有轨电车工程到了

“搭建骨架”的时候。该工程途经济阳区、
先行区、历城区，线路全长约35 . 5公里，
设站16座。按照此前公开的报道，有轨电
车比较确切的起点为济南东站，引出后
跨黄河进入济阳区。

有轨电车是采用电力驱动并在轨道
上行驶的轻型轨道交通车辆。现代有轨
电车具有运行可靠、舒适、节能、环保等
特点，且其技术特性已与轻轨基本无异，
如今多地在城市中改建或新增现代有轨
电车线路，如法国斯特拉斯堡、瑞士日内
瓦、西班牙巴塞罗那以及我国的大连、天
津、上海等城市。

2019年10月15日，在“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作风监督面对面》电视
问政现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董事长陈
思斌介绍，有轨电车虽然运载量不如轨
道交通，但空间尺度大，适合在商河县、
平阴县、钢城区、莱芜区等不适合建轨道
交通的地区建设，方便市民出行。

据悉，济南首条有轨电车规划从济
南东站向北，经先行区最终到达济阳
区。为减小施工难度，节省时间，黄河
北的有轨电车线路将充分利用济南凤
凰黄河大桥上预留的轨交通道。“边建
边摸索，也是为后期在平阴等地建设

积累经验。”
目前，凤凰大桥正在积极复工中，桥

面的下部施工，包括承台、桥墩已经完成
了85%。南北两岸已经向中间推移了300
余米。按照规划，凤凰大桥预留了轨道交
通条件，而且这种轨道交通的设计标准
要高于有轨电车。按照计划，凤凰大桥将
于2021年年底前通车。

位列市级重点项目
正与省里积极对接

近两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延伸城
市发展框架，济南一直在积极推进建设
有轨电车系统。2019年度市级重点项目中
列出了济南有轨电车1号线项目，但是没
有更加明确的信息。今年1月份公布的
2020年度市级重点项目则明确提出“新建
新东站至济阳（先行区）有轨电车项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2018〕52号）中提到，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除有轨电车外均应纳入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并履行报批程
序。有轨电车项目由省级发展改革部
门负责审批（核准），并做好与相关规
划的统筹衔接。

3月6日，记者从济南市有关部门获
悉，有轨电车不需要国家发改委的批
准，山东省就能自主决定建设事宜。目
前济南正与省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建设方案不稳定，尚待进一步细化。

“有轨电车项目建设在省里尚属首次，
目前我们正对相关流程进行理顺。”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

本报济南3月6日讯（记者 夏侯凤
超） 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济
南南部山区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暨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推进会议上获悉，
2020年，南部山区谋划启动村庄整合搬
迁，重点区域内的违建别墅将于4月底前
全部“清零”。

今年，济南南部山区加大村庄规划
编制力度，完成80个村庄规划编制。谋划
启动村庄整合搬迁；高标准建成美丽乡
村30个；在提升“泉乡慢谷”的基础上，下
大气力提升“泉乡药谷”精品旅游线路，
扶持培育文化体验、乡村民宿、休闲度假
等旅游新业态，打造具有南山鲜明特色
的乡村旅游名片；打造苇沟、黄鹿泉等5

家高端民宿，加快推动积米峪、黄鹿泉、
凤凰谷3家田园综合体建设，推动老峪村
精品民宿和齐鲁文化博览园项目取得实
质性进展；实施特色产业提升行动。

同时，认真落实核桃特色产业发展
规划，提升百亩核桃园，建设千亩核桃示
范区，做大做强南山核桃品牌；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范加快农村土地
流转，大力推广中草药、珍珠油杏、脆枣
等特色种植；落实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政策措施，新认定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
家。2020年梳理摸底，培育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
展“互联网＋农业”，扩大电子商务进村
覆盖面，延伸乡村物流网络，拓宽农民增

收途径。推进益农信息社内涵建设，确保
管用、好用；实施质量兴农行动。完成“三
品一标”认证产品5个以上，水肥一体化
推广面积1600亩。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置长效机制；加大招商选资力度，
大力发展文旅、康养等产业。

“要把拆违拆临作为长期常态化的
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始终坚持‘零容
忍’，摸查‘全覆盖’，拆除‘无禁区’，消
除存量、严控增量，做到有违必治、有
增必拆。”南部山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文东河说，今年4月底前，南部
山区重点区域违建别墅问题全部“清
零”。年底前创建“无违建街办”3个、提档
升级1个。

本报济南3月6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张鸣） 6日，商河县举办《全面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新闻发
布会，商河县将实现城镇落户“零门槛”，推
动农村人口及常住人口进城落户，鼓励商河
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构建起居民“有意
就能迁、户口随人走”的自由流动新格局。

据了解，本次户籍改革适用于非商河
县户籍人口迁入本县城区和镇驻地的、本
县籍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人群。全面
取消“稳定住所、稳定就业”基本迁入条件
以及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就业年限等落户
限制，实现农村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
城镇“零门槛”。

在改革过程中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
合法权益，商河县创造性推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制度，为每一位迁户
人员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
案证》，保障农民继续享有迁户前全部权

益，农民转户后可同等享有各项城市待遇，
教育零差异，住房同保障，参保同范围。3
月6日下午，在许商街道派出所，许商街道
薛园村村民王德禄完成迁户，随后在商河
县农业农村局，王德禄一家办理了全市首
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证》。

“把国家政策变成了‘具体证件’，拿在
手里心里踏实。”王德禄高兴地说。《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证》是一证保三
权，也就保证了在原行政村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以
及这三项权力的合法继承权保持不变。

商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晓东介
绍说，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以“人的城镇
化”为核心，围绕让群众吃上“定心丸”、享
受“两头甜”、实现“零门槛”、生活“有保障”
四个方面，加快改革创新，释放制度红利。
计划利用5年的时间，力争到2025年商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

本报济南3月6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高咏梅 石晓红） 6日下午，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第十八批两例新冠肺炎
患者康复出院。

患者女性，55岁，天桥区人。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月6日确诊后
立即转入济南市传染病医院隔离病房治
疗。患者男性，35岁，槐荫区人。1月25日从
湖北自驾返回济南，1月29日出现发热症
状，1月31日确诊后立即转入济南市传染病
医院隔离病房治疗。

医院根据诊疗方案分别给予抗病毒、
抗感染、营养支持及中医药综合治疗，在专
家组和隔离病房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和精
心护理下，病情已恢复，经专家组会诊，达
到出院标准。根据国家规定和有关标准，患
者出院后，还要到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集
中隔离观察二周，然后继续在家进行二周
的居家隔离观察。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济南市传染
病医院累计出院36例，全市累计治愈40例。

济南南部山区今年谋划启动村庄整合搬迁

重点区域违建别墅4月底前“清零”

济南已治愈40例

新冠肺炎患者

商河“零门槛”落户
农转非仍享有三权
农民转户后同等享有各项城市待遇

3月 5日，《新建至
济阳区（先行区）有轨电
车工程可行性研究及相
关支撑性专题报告编制
及后续服务招标公告》
发布。根据公告，该工程
途经济阳区、先行区、历
城区，线路全长约35 . 5
公里，设站16座。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因为有轨
电车项目须省级单位核
准批复，在我省尚属首
次，目前济南正与省里
进行沟通，积极推进有
轨电车工程。

葛链接

济南谋划六个

有轨电车项目

随着市区内地铁建设的展开，
济南轨道交通将加快实施市域高
铁建设。去年12月，济南轨道交通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思斌在接受
媒体专访时表示，济南将集中谋划
周边区县中运量轨道交通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至先行区 (济
阳)、莱芜至钢城、长清至平阴、济阳
至商河、济南至齐河(德州)、章丘南
至章丘北等六个有轨电车项目。目
前已启动至先行区(济阳)中运量轨
道交通项目，并加快推进立项批复
和开工准备工作。

济南至齐河有轨电车酝酿较
早。早在2014年，德州召开全市区域
发展战略和县域经济倍增计划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便透露，齐河至济
南开通有轨电车的建设方案已提
上日程，济齐有轨电车将连接齐河
与京沪高铁济南西站。随后这条消
息时不时地见诸媒体，最近的是
2018年4月份，济南至齐河有轨电车
工程齐河段可行性研究及相关支
撑性专题报告编制中标公告发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飞跃

正在建设中的济南

凤凰大桥。

济南首条有轨电车预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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