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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构建起
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

今天的槐荫区三大战略优势
叠加：在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上，槐荫
是全省沿黄25个县市区城镇化率
最高的城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在“强省会”的嘹亮号角下，坐拥

“三高”交通资源的槐荫进一步凸
显省会门户地位;在济南东强西
兴南美中优发展格局中，槐荫被
赋予“西兴”和“中优”的使命。

面对叠加的机遇和绝佳的发
展环境，槐荫审时度势，谋定了更
加清晰的思路。在全市维度，担当

“西兴”龙头、争做“中优”先锋；在
全省维度，打造“齐鲁门户，医养
之都”；在全国维度，建设黄河流
域中心城市一流城区，明确了

“125510”发展思路，重点开辟济
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央企总部
城、智能制造产业区、百年商埠历
史文化区、乡村振兴生态区“五大
主战场”，构建槐荫高质量发展的

“四梁八柱”。
一幅发展有力量、社会有温

度的磅礴画卷在槐荫徐徐展开。
央企总部城蒸蒸日上，先后引进
世界500强企业5家、国内500强企
业19家、央企各级各类总部机构
32家。“京沪会客厅”、山东国际会
展中心比翼齐飞，印象济南被评
为十大“山东人游山东”最喜爱的
休闲购物商圈，奥特莱斯、宜家、
迪卡侬、麦德龙、弘阳广场、远大
购物广场正全力打造“高端消费
公园”，引领城市“消费向西、生活
向上”。

智能制造产业区能级跃升，
已形成以九阳集团为代表的智能
制造业、以山东天岳为代表的新
材料产业、以华润医药为代表的
医药物流产业聚集地，济南槐荫
经济开发区综合实力、亩均税收、
产业集聚度均实现大幅跃升，授
权发明专利总量突破1100项，槐
荫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被认定为第一批济南市绿色环保
标杆产业集群。

百年商埠历史文化区破题起
势。槐荫区重点打造“一园十二
坊”特色活力街区，市立五院片区
城市更新加速实施，一个集文化
旅游、时尚创意、特色商业等于一
体多种业态的百年商埠历史文化
区不久将重装亮相。

乡村振兴生态区向美而行，
槐荫区统筹推进“七星九美十三
香”沿黄29个村连片发展，发挥黄
河水、长江水、玉符河、小清河“四
水融汇”生态优势，增强济西湿
地、玉清湖、美里湖生态修复、水
源涵养、生物栖息功能，全面提升
百里黄河风景区槐荫段建设标
准，形成气韵贯通、和谐共生的大
河、大湖、大湿地生态格局，沿黄
生态明珠更加璀璨靓丽。

西部新城拔地而起

楼宇经济撑起新高度

“10年前，这里还是静静的城
郊村，如今这里高楼林立，变化太
大了！”10年之前，济南西站在此
通车，作为京沪高铁五个始发站
点之一,投入运营后,发挥了重要
的枢纽作用。如何借助此区位优
势，利用好这片待开发的空地，成
为当时摆在槐荫人面前的时代答
卷。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
撑，产业规划更是西部新城发展
蓝图的重中之重，坐落于此的央
企总部城以楼宇经济为抓手，不

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
动能转化，加快产业升级。66栋楼
宇鳞次栉比，230万平方米聚集了
近6000家金融、医疗、科技、贸易
等各种类型企业。西城西进时代
中心、绿地中央广场、中建锦绣广
场，一座座亿元楼正在新城的东
西城市发展轴迅速崛起，槐荫区
也不断做好楼宇宣传推介，主动
对接优质项目，仅去年一年，辖区
内新增企业2259家，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周边的省
会大剧院、图书馆、文化馆、美术
馆，以及即将开放的科技馆，吸引
着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也成为
济南的文化新地标。方特东方神
画在这里叫响了非遗旅游的品
牌，百联奥特莱斯、宜家、麦德龙
等西部新城的新商业业态正在引
领高端消费西移。

201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
济南建设医学科学中心，研究、规
划、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大力发展医养健康产业”，这
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一举将槐荫
带入医疗健康产业的最前沿。沿
着医学大道一路南行，一幅医养
之都强势崛起的生动画卷徐徐展
开，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
心、树兰(济南)国际医院、山东省
肿瘤医院质子临床研究中心……
截至目前,医学中心已开工重大
项目达31个，总投资648亿元，其
中建成项目11个，市政道路建设
23公里，这里将被打造成国际前
沿医学技术汇聚高地、国内数字
医疗智慧应用标杆、北方医教研
产养融合创新基地，也将成为槐

荫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如今，随着一列列高铁飞驰

而过，一条条宽阔马路通车，一座
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国际医学
中心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过去
城郊的城市洼地、如今的西部新
城正在冉冉升起。

人均可支配收入再翻番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教
育、民居、环境、养老、卫生、社区
服务……一项又一项的民生工
程，绘就起了槐荫幸福之城的美
好画卷。

“现在环境越来越好，生活越
来越方便，没事还能和老街坊们
聊聊天、跳跳舞，别提多幸福了。”
谈起如今的美好生活，槐荫区昆
仑街社区74岁居民黄廷英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老旧小区居
住环境提升是市民最为关切的身
边事，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一块“硬
骨头”。槐荫区将“老旧小区提升
改造行动”列入民生实事重点项
目，路灯更亮了、楼道里干净了、
小区环境变美了、15分钟便民圈
更方便了……这是槐荫人民这些
年眼中的“可喜”变化。

十年间，槐荫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30511
元增加至2021年的59813元，翻了
近一番。持续加强普惠性、兜底
性、基础性民生建设，重点民生领
域支出占财政支出总比重的
76 . 2%。

此外，槐荫区积极推进农村
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和民生事业参与式预算改
革，每年投入1亿多元实施一批
民生公益项目；全区集体经济
10万元以下村庄全部“清零”，
槐荫区也在全市率先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

群众不仅看到了身边“小环
境”改变带来的体贴，更感受到了
城市品质的提升带来的“大环境”
提升。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槐荫区实
施净化美化绿化亮化“四化提升”，
拆违拆临6500余处、1000余万平方
米，建绿透绿76 . 7万平方米，新增
绿地464 . 7万平方米，建成兴福寺
大槐树广场等49处游园、公园，兴
济河华丽变身“城市滨水景观带”，
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小
清河源头水质创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好水平。

石济客专铁路槐荫段在全市
率先实现贯通，轨道交通1号线、2
号线建成通车，4号线、6号线开工

建设，济南长途客运西站、济南西
站公交枢纽等一批大型城市基础
设施投入使用。二环西路高架、北
园高架西延、纬十二路和西客站
片区、非遗园片区配套道路建成
通车，打通15条断头路、瓶颈路，
路网体系更趋完善，市民出行更
加通畅。

西兴必须教育先兴、强区必
须教育先强，十年来，槐荫区新
建、改扩建教育设施102处，新增
学位81850个，努力让槐荫的孩子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流的教育是
槐荫区的美好愿景。槐荫区对“教
育兴”促“西兴”制定了路线图，深
入推进教育提升行动，通过实施

“党建+工程”“筑基工程”“强校
工程”“强师工程”“提质工程”“协
同工程”“开放工程”七大工程，擦
亮槐荫教育品牌，努力让教育成
为“西兴”最核心的竞争力和最亮
的“金名片”。

“七星九美十三香”
沿黄29村庄连片发展

眼下，吴家堡街道的稻田金
浪翻滚，一片欣欣向荣的丰收之
景。过去，农民种地“吃饭看天”，
大田作物易受市场波动和自然环
境影响，加之前期投入大，除去成
本收入较低，因此种什么成了农
民的心头难题。槐荫区人民埋头
苦干，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在农业发展上走出一条自
己的发展之路，多年的发展让吴
家堡大米、吴家堡洋葱、西郊盖
韭、吴家堡白莲藕成功出圈，成为
鼎鼎有名的“槐荫四宝”。

十年间，从单一农业到农业
产业提档升级，槐荫区的乡村文
旅正全面起势。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黄河岸边“七星九美十三
香”29个村庄一村一特色，统筹连
片发展，让槐荫走出了一条“绿色
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之路。
如今的槐荫油菜花海、四季玫瑰
园、莲藕生态园、向日葵园、生态
稻田……四季有花、处处有景，油
菜花推介会、插秧节、丰收节等大
型庆典活动的网络关注度已超过
800余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全区集体经济
合作社年收入全部达到10万元以
上，超过 5 0万元的 5 4个，占比
58 . 06%。从落后村貌到如今美丽
乡村，文明风尚蔚然成风，乡村振
兴蓝图正在槐荫变为真切。

奋力开创“齐鲁门户，医养之都”新局面
槐荫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一流城区

奋进发展的因
子融入血脉，绘就槐
荫这片热土上奋斗
的底色。非凡十年，
济南市槐荫区在稳
中求进、进中求质上
走在前列。近年来，
槐荫区积极抢抓黄
河重大国家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黄河流
域中心城市一流城
区，全力打造康养济
南核心增长极，躬身
齐鲁门户医养之都
新实践，勇当强省会
建设排头兵，担当

“西兴”龙头，争做
“中优”先锋，以“五
兴”促“西兴”，全面
书写高质量发展时
代答卷。

三馆夜景。

崛起的济南西部新城。

槐荫区裕园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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