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城市能级

“车只要在停车位上一停，
我手上的终端设备马上就会收
到信息，计费也就开始了。”

在临淄城区天齐路与桓公
路路口以北路段，有着大型社
区淄江花园、大型购物中心好
买购，还有不少餐馆、酒店，人
流量大，在每天中午和下午的
车流量高峰时段，停车位十分
紧张。

据停车管理员齐卫青介
绍，在该路段归她管理的停车
位有79个。每到11点至13点
半、17点至18点半的停车高峰
时段，她所管理的79个车位都
能停得满满的。

“车主只需要下载一个名
为‘慧停车＋’的手机APP，登
记上自己的车辆信息就可以正
常停车。由于半小时内免费停
车，因此车主可以设置停车时
间提醒。”

齐卫青告诉记者，通过这
个APP，车主还可以寻找附近
的停车位，甚至可以长期租赁
自己家附近的停车位。对于在
小区里没有停车位的车主来
说，这无疑是一大福音。

“在这附近停车买点东西，
一般情况下半个小时也够了。
车辆都有摄像头看着，管理员
还会来回巡视，车辆安全有保
障，挺放心的。”一名车主说。

据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政委宋强介绍，近年来，临淄
区小型机动车总量突破13万
辆，且仍在快速增长，停车资源
供需矛盾突出，城区停车难、乱
停车等现象普遍存在。

为了解决城区停车难题，
临淄区经过一系列摸底考察，

出台了《临淄区智慧停车市场
化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通
过招投标方式引进专业公司，
临淄区政府以道路公共泊位资
源使用权入股，联合成立了停
车管理公司。

截至目前，“慧停车＋”
APP注册人数达5.7万人，月服
务车主约40万人次，平均车位
周转率5.4次/天，80%以上为
30分钟以内免费停车。

“车主根据实际需求停放、
快停快走，提高了车位周转率，
有效解决了城区停车难问题，
对交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引导
作用。这是城市精细管理、提
质增容的举措，也是惠及广大
市民的民生举措。”宋强说。

留住城市基因

“停车方便了，人们晚上更
愿意出门吃点烧烤喝点啤酒，
让自己放松一下。”

据稷下美食广场负责人边
伟国回忆，自从政府提倡打造
夜经济形态以来，自己每天晚
上忙到很晚，却又乐此不疲。

“稷下美食广场占地面积
20亩，目前有46家商户在此营
业。夜经济复苏以后，整体客
流量提升了50%，而且规范化
的管理也让卫生状况得到了极
大改善。”

据边伟国介绍，如今的稷
下美食广场还承接了美食淄
博·茅台王子酒（酱香经典）杯
第一届淄博市烧烤大赛、淄博
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云
门春杯”竞技二打一比赛等大
型比赛类项目，极大地提升了
稷下美食广场的知名度，也为
临淄经济复苏与发展注入了强

大的活力。
临淄区稷下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冯冠华告诉
记者，稷下街道通过“三位一
体”优化街道经济布局，丰富群
众生活，进一步释放了“地摊经
济”活力，让城市更有烟火气。
在冯冠华看来，要用法治化、科
学化、人性化的政策，让微观的
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让群众
的期盼与城市的情怀交融。

冯冠华表示，为切实增强
居民在稷下的幸福感与归属
感，稷下街道着力打造了“一托
三”的夜经济经营格局。

通过发展以方正2009特
色购物街区为代表的夜间经济
试点街区，打造临淄最完善的
综合性、地标性的夜间时尚消
费前沿阵地。力争通过不断改
造、提升，实现“吃、喝、玩、乐、
购”一站式的夜间经济消费模
式，重点调整街区的业态结构，
提升传统业态，布局体验业态，
发展新兴业态，提高业态丰富
度、创新性，进而形成独具特
色、整体协调的街区风貌。

2018年规划动工的鱼盐
里商业街，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
米，旨在以“畅快玩乐”构建一
站式家庭欢聚空间，打造互联
网+美学街区新零售样板、夜
间经济示范区，开启“吃喝玩乐
购”全新升级体验模式。截至
目前，商业街招商率达70%，并
引进了众多行业一线品牌及优
质企业。

稷下街道完善街道特色街
区功能布局，推出了“夜市购物
节”，举办夜间促销等系列活
动，将文化与消费完美交融，融
合夜间集市、夜淘小品、夜间文
化主题活动、娱乐汇演等内容，

不断丰富夜间消费形式，形成
独立IP。

“下一步，稷下街道将进一
步推动‘四大活动’精神落实，
在培育特色鲜明、时尚消费活
跃、消费集聚效应显著、文化氛
围浓厚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上
下功夫。”冯冠华说。

打造“年轻气质”的卫星城

“要强力实施‘一体两翼’
行动，加快打造城市发展新空
间，强化城市综合开发与精细
管理，加快推进临淄火车站改
造提升，积极推进火车站改造
与城市发展相融合，达到‘改造
一座站、新建一座城’的目的。”

临淄区委书记朱正林介绍
说，作为齐国故都和齐文化发
源地，临淄有着浓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齐文化元素也早已融
入城市发展脉络。

“要精准发力，做优中心城
区。”在朱正林看来，作为临淄
城市底蕴特色最有力载体的中
心城区，夜间经济、地摊经济等
经济形态，有效增强了城市吸
引力和凝聚力。此外，还要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
完成桓公路改造、加快推进学
府路西延，积极调整优化公交
线路，畅通城市交通“大动脉”

“微循环”。要把“绣花功夫”和
高品质理念嵌入城市发展全过
程各细节，高水平编制全域公
园城市规划，持续提升城市道
路、景观、绿化等品质标准，突
出抓好市容市貌整治、环境卫
生提升、建筑立面整治等重点
工作，为城市外貌“洁面净颜”。

在两翼布局上，临淄区依
托现有城市布局，因地制宜制

定了精细“改造”南部老城、精
心“打造”北部高铁新城的
方案。

临淄区通过立足改变城市
“同城不同貌”模样，加快推进
临淄火车站改造提升，统筹考
虑临淄交通现状和发展趋势，
进一步优化设计、完善方案，确
保既凸显地方文化，又满足各
项功能要求。通过以临淄火车
站改造建设项目为引领，统筹
实施好站前广场建设、周边地
产开发、综合业态布局，全面推
动牛山路以南整个城南片区的
改造建设，积极推进火车站改
造与城市发展相融合，达到“改
造一座站、新建一座城”的
目的。

临淄区充分考虑了城市设
计、文物保护、产业发展等多种
因素，进一步明确了用地布局
和功能分区，高标准规划建设
了高铁小镇。通过加快高铁小
镇核心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
配套建设，做足做好“高铁+”
的大文章，因地制宜打造集休
闲宜居、总部研发、商务办公等
功能于一体，多业态共同发展
的“年轻气质”的卫星城，以最
大限度发挥济青高铁临淄北站
的辐射带动作用。

“要向思想解放要动力，接
受变化、适应发展，崇尚改革、
追求创新，在提升效率上想办
法、在加快速度上谋思路、在提
高质量上下功夫，把临淄这座
老城发展得更好更快，逐步缩
小与先进地区差距，直至弯道
超车、后来居上。”朱正林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振兴 通讯员 王聪
颖 周林

老城不老 其命维新

06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编编辑辑 钱钱红红 美美编编 王王涛涛

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淄博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城市的发展要与时俱进，而如何让老城焕发新活力，是摆在淄
博面前一道无法避开的难题。

作为齐国故都和齐文化的发源地，临淄坚持有解思维，在老城的基础上大胆植入创新元素，用智慧停车系统破题，有效提升城市
能级。夜经济形态的复苏，也让临淄这座老城的记忆被唤醒，重新焕发活力。

为解决城市发展的地域不均衡问题，临淄区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提出“一体两翼”的发展策略，精准发力做优中心城区、精细“改
造”南部老城、精心“打造”北部高铁新城，充分发挥局部优势，为临淄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方正2009特色购物街区←停车管理员使用“慧停车＋”APP智能管
理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