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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杰

锚定济南总体发展
框架，谋划国土空间保护
利用新格局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重大战略，2022年，济南市加快重
点规划编制，谋划国土空间保护利
用新格局。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组织编制了《济南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提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中
国北方新动能增长极、引领山东半
岛城市群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省会”的总体战略定位，
构建“山河交融、中心引领，副城支
撑、双星协同”的总体空间格局，统
筹安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推
动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
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据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牛长春介绍，
2022年10月，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获自然
资源部批复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
地的依据，锚定了济南底线空间和
总体发展框架。下一步，按要求履
行相关上报审查程序。未来将作为
济南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蓝图和各类开发保护建设
活动的基本依据。

11月24日，《济南黄河生态风
貌带规划》正式获济南市政府批
复。批复中称，规划是深入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重要举措，要将黄河安澜放在
首要位置，坚决守牢生态红线，抓
好黄河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按
照规划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打造济
南黄河生态风貌带。下一步，济南
市将继续推进黄河生态风貌带建
设实施，围绕防洪安澜、生态保护、
文化旅游、交通设施、美丽乡村等
五大核心内容，按照三年建设实施
项目计划方案开展规划建设工作。

随着济莱高铁通车进入倒计
时，济南“米”字形高铁也终于画上
了一“捺”。济莱高铁是济南构建

“米”字形高铁的重要一环，也是济
南综合交通规划中的重要一环，济
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相关
部门，研究规划了至2035年、远景
展望至2050年的全市综合交通系
统空间架构，有力支撑济南形成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新格局。规划
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立
体网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形成

“绿色、便捷、高效、安全”的可持续
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服务最后一公里，划
定400余处15分钟生活圈

步行不到10分钟，60岁的程先
生就可以到社区里的长者日间照
料中心下一局棋。来回15分钟，苏
颜就可以接送上幼儿园和小学的
孩子上下学。同住济南历城区中新
国际城小区，程先生和苏颜都享受
到了“15分钟生活圈”的便利。近
日，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
了《济南市15分钟生活圈专项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显
示，2022－2035年期间，济南将在
全市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定400余处

“15分钟生活圈”，包括居住型生活
圈、就业型生活圈、混合型生活圈
等三种类型。

除了划定“15分钟生活圈”的
数量，《规划》还制定了符合济南发
展实际的各层级生活圈服务要素
技术标准和实施机制。“15分钟层
级规划要素分为6大类53小类，5-
10分钟层级要素有4大类46小类。”
济南市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戴淑虹介绍，《规划》
旨在健全与市民日常生活关系最
密切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功能更加完善的
服务体系，营造品质更高的人居环
境，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塑造“宜业、宜居、宜游、宜养、宜
学”的社区有机生命体。

在“15分钟生活圈”规划建设
上，戴淑虹介绍，新建区重在构
建，可根据技术标准内容，开展规
划编制，并实施建设；已建成区则
重在修补，即针对与标准存在差
距的方面，通过现状挖潜，对既有
建成设施的共享、开放以及综合
设置等方式，补齐短板。在“一老
一小”问题上，《规划》也根据济南
的现状，做了具体要求。“现在济
南养老托育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在托育方面，考虑济南现状需求，
我们这个规划的标准研究是按照
5 . 2托位/千人进行配置的，比国
家标准4 . 5托位/千人的还要高一
些。”戴淑虹称。

创新用地政策，加速
重点项目落地

“如果不是赶上‘用地清单制’
这个好政策，中信泰富科技城项目
进展可能还没有这么顺利。”中信
泰富济南项目公司前期报建负责
人李蓓称，项目从今年8月份拿地，
正好就享受到济南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推行的“用地清单制”制度，
从她以前项目拿地的经验来看，这
个制度至少为他们节约了3到6个
月的时间。

“今年5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等九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
建立‘用地清单制’实施细则（试
行）》，进一步细化了‘用地清单制’
的适用范围、组织实施、内容要求、
部门职责、机制保障等工作内容，

‘用地清单制’开始全面推行。”济
南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二部负责
人冯仰成介绍，“用地清单制”的推
行，有效解决了用地单位拿地后审
批手续办理耗时费力、开发成本增
加、建设前期周期长等问题。土地
资源评估、评价和普查等指标调整
为在土地出让前由政府相关部门
完成，既优化了营商环境又树立了
部门形象，既创新了审批流程又提
升了审批时效，既缩短了建设时间
又减轻了企业负担，用地单位的获
得感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

项目拿地更加快捷便利，项目
落地的效率也提升了不少。11月30
日上午，比亚迪济南基地实现首台
整车下线。据济南市土地征收和综
合整治服务中心业务审查部副部

长何勇介绍，作为全市的重点项
目，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
产业园项目仅仅三个月就取得了
征地批复。

项目首台整车的成功下线，离
不开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
织编制的济南市“招商一张图”。

“招商一张图”从实施角度摸清全
市经营性用地规划信息，明晰招商
方向，形成“规划引领、靶向招商、
精准供地”新局面，推动招商工作
有的放矢、供地计划精准高效，促
使各级各类重大项目高效、精准和
快速落位。

践行生态发展理念，
强化山体保护和整治

济南共有山体872座，丰富的
山体资源对涵养泉水生态、彰显泉
城特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作为一座多山的城市，
如何做好山体保护和治理是摆在
济南面前的一大难题。矿坑变良
田、铁矿区上建公园……近年来，
济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生态发展理念，强化山体保护，
系统进行山体整治，成效显著。

“刚收了一茬蜜薯，正计划着
来年再种点啥。”在莱芜区苗山镇
铜山村，原本有一个深约百米的
原瓷石矿，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021年开始，经过土地综合整治
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变成了如
今的百亩良田。据铜山村党支部
书记吕济远介绍，经过恢复治理，
村里新增了150多亩土地，这一茬
蜜薯下来，足足为村里增加了10
万元的收益。土地综合整治和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受益者还有莱
芜区口镇街道古城村。村东的一
片小麦地原本是一个灰石采坑片
区，经过综合整治，复垦农用地面
积达到83亩，不仅增加了土地指
标，还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环境
效益。

近年来，济南始终将废弃矿山
治理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消存量、
遏增量，推进全市山体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2007年至2017年期间，对

“三区一线”（城市规划区、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交通沿线）
可视范围内的废弃矿山进行了集
中整治，共治理废弃矿山173处，治
理面积约2060公顷，城区内大规模
的山体破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圆
满完成了迎全运、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等重大事项废弃矿山整治任务。
2018年以来，投入资金约8亿元，全
方位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完成
了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京津冀城区周边20公里范
围内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关停矿山
恢复治理、矿山复绿等重点工作，
共治理废弃矿山420余处、治理面
积3800余公顷。通过治理，消除了
安全隐患，系统改善了全市山体生
态地质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有
效促进了山体生态功能持续发挥，
为“生态泉城、美丽济南”建设做出
突出贡献。

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居民幸福感。

“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济南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
局在行动”。近
年来，济南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坚持生态
优先，坚持高
标准规划，创
新用地政策，
为济南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
会强省会建设
增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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