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0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全域公园城市建设新闻发布会，淄博市城市管理局及“全域公园
城市十大行动”有关牵头部门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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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淄博全域公园
城市建设新闻发布会上，淄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县级
干部王桂华回答了记者提问。

《淄博市全域公园城市建
设规划》明确将淄博打造成为
山青水润、人美田沃、城强业
丰、格局明晰、城园相融、和谐
统一的公园城市，主要突出了
三个方面的核心理念。

贯彻生态文明为引领的
发展理念。强调山水林田湖
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
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城
市生态空间和生态功能，实现
山水林田湖草与城市的相融
与共存。基于“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发展思路，对市
域包括“矿山、荒山、林地、河
道和湖库”在内的生态空间，

分析其存在现实问题，并进行
分类施策，优化城市生态空
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让广大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让城市融入
大自然。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理念。遵循人与自然“两个
中心”协调、“两种价值”并重
的理念，重点关注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重点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满足市
民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在
绿廊、绿环、绿楔等规划措施
介入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全
域大公园、门前微绿地的公园
体系，一心、两环、三带、四片
区的全域生态结构，千里连山
河、漫步回家路的绿道体系，
弘齐风陶韵、讲千年故事的全

域文化体系，提质公共空间和
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措
施，实现城市绿色空间和公共
空间更加丰富、城市格局更加
优化、公共服务更加均衡，以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贯彻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
生态价值理念。公园城市建设
不只是强调保护绿色环境，还
有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在保
护城市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通
过对已有城市产业发展基础进
行梳理，分析其城市发展瓶颈，
通过打造产业新经济内涵和塑
造产业新应用场景等措施，助
推淄博城市经济发展由高速增
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上述理
念及相应规划内容已纳入市政
府发布的《关于建设全域公园

城市的意见》。
在推动淄博市全域公园

城市建设十大行动中，淄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始终坚
持“一线工作法”，建立重点项
目挂包责任制度，全力保障重
大项目建设。

实行局领导挂包责任制，
对挂包项目和联系区县主动上
门服务，及时了解项目进度，协
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全
程指导、跟踪、协助项目建设单
位办理用地、规划手续。

制定淄博市科学造林绿
化监测实施方案，以森林资源
管理“一张图”、国土三调数
据、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为
基础，通过比对分析、判读勾
绘，筛选公园绿地、生态廊道、
郊野公园、村镇公园等公园城

市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预选图
层，编制国土绿化调查监测图
斑数据库，为科学选择绿化用
地提供参考依据。

建立牵头事项工作推进
机制。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作为郊野公园建设行动、
生态修复行动、村庄绿化行动
的牵头部门，将充分发挥组织
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作，细
化责任分工，积极协调解决规
划、用地等工程建设中的问
题，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高质高
效推进。

抓好重点项目工程督查。
重点对项目进展、质量安全等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严格落实
调度、督导、考评制度，确保项
目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真正把
工程建成精品工程、满意工程。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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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提出全域公园城
市建设，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承担着城市绿道建设的
任务，在道路绿化提升建设中
是如何体现和落实的？4月
20日，全域公园城市建设新闻
发布会上，淄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成员、一级调研
员，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高燕对此进行了
解答。

天蓝、水清、地绿，是老百
姓对生活环境最基本要求。
绿道网是全域公园城市的“毛
细血管”，是整合绿色资源的

“绿色之道”。近几年，淄博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公园城市
项目建设，淄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作为实施部门，结合淄
博市组群式城市特点及地方
文化特色，坚持以人为本定
位，全力推进公园绿地和城市

绿道项目建设。
突出高标设计。聘请国

内高水平的设计单位，按照带
状公园模式高规格定位、高水
平设计，用绿道进行串联，将
沿途原有公园、街头游园、景
点、风景名胜连接到一起，将
城区内较宽的绿化带建设成
功能齐全的带状公园，高质
量、高标准做好“点、线、面”景
观连接和融合，构建有机绿地

生态系统。
突出人文情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从老百姓
角度出发，切实了解老百姓需
要什么，充分考虑市民的参与
性、互动性，增设活动广场、综
合驿站、特色游园等，科学布
局健身、跑步、游玩的城市家
具设施，让群众更方便、快捷
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真正提高群众的参与感、幸福

感、获得感。
突出时尚元素。在带状

公园建设中，把现代化理念、
时尚元素充分融入到建设中
去，增加有趣味的智能互动体
统，增加灯光亮化，点亮城市
外环境，增加城市活力，切实
展现淄博城市形象，同时还注
重将地域文化融合进绿道建
设中，彰显地域特色，提升城
市品质。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全力推进公园绿地和城市绿道项目建设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

策划实施68个城市公园绿地建设项目
淄博市是除成都市外，全

国第二个明确提出建设全域
公园城市的城市，淄博市建设
全域公园城市具备哪些优势？
针对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建设，
又将有什么“大行动”？4月
20日，全域公园城市建设新闻
发布会上，淄博市全域公园城
市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立明在答记者问时表
示：“一提起我们淄博这个城
市，大家固有的印象总是工业
化、污染重、环境不好，但经过
近年来的生态环境治理、生态
修复、园林绿化建设等，城市环
境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
客观地研究分析，建设全域公
园城市，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天然的地理优势。淄博
市是典型的组群式城市，南山
北水、城乡交错，城市结构比
较疏软，空间比较开阔，布局
舒展，城区之间大面积的乡
村、旷野、山水林田湖草资源
等，为全域公园城市建设提供

了充足的生态本底。
现有资源的良好支撑。

淄博市先后创建成为省级园
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截至目前，淄博市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26处，其
中，自然保护区2处、风景名胜
区7处、湿地公园7处、森林公
园7处、地质公园3处，这些都
为建设全域公园城市提供了
良好的生态资源支撑。

社会文化基础优越。淄
博市有齐文化、商埠文化、孝
文化等文化多样并存的文化
优势，有老工业厂房、建筑遗
存多的工业历史优势，有农村
面积广阔的区域优势，有爱绿
护绿群众基础好的社会优势
等。通过有效规划、提升、整
合、约束等，有条件建设富有
淄博特色的全域公园城市。

起步早，行动快。2018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成
都天府新区时提出“公园城
市”理念后，淄博市委、市政府
就开始研究策划。2019年12

月，淄博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会
明确提出“精心做好山青、水
秀、林绿、景美的文章，建设更
加美好、更具吸引力的全域公
园城市”。无论从全国、全省
来看，淄博市建设公园城市的
起步都比较早，今年2月出台
了《关于建设全域公园城市的
意见》，成立了领导小组，组建
了淄博市公园城市服务中心，
为全域公园城市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保障。用
好这些优势，淄博有信心、有
能力建设独具淄博特色魅力
的组群式全域公园城市。

全域公园城市是一个美
好的愿景，实现这个愿景最有
力的支撑是公园城市项目建
设，所以淄博把项目建设牢牢
抓在手上，将实施全域公园城
市建设“十大行动”，集中实施
总投资485亿、年度投资125
亿的260个重点项目，这么多
的项目，这么大的投资在淄博
城市的城建历史上是罕见的，
甚至是空前的。“作为牵头部

门，我们将坚持工作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逐
步建立调度推进机制、督导考
评机制、宣传发动机制等，强
化平台思维、市场思维，高标
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市场化
运作，把每个项目建设好、运
营好，奉献一批群众满意、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公园城市作
品。”对全域公园城市建设，王
立明充满信心。

一个城市的公园与老百
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市民都很
关心关注。那么，公园建设实
施计划能给市民生活带来哪
些变化？

“我们工作的根本和核心
就是‘人’，就是老百姓。实施
全域公园城市建设就是为了
群众更舒服、更舒心、更舒适。
城市公园绿地是今年全域公
园城市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
我们共策划实施68个城市公
园绿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33.78亿元。”淄博市城市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统兵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充分利用近郊的山体、水

体，规划建设一批大型公园绿
地，如淄博高新区青龙山公园、
经开区唐家山公园、淄川区南
部森林公园、博山区九龙峪山
地公园等，让市民在周末、小长
假，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实施“微绿地”建设，结合
城市中的空闲地、裸露土地，
根据市民需求，因地制宜，建
设一批面积适中、景观优美、
功能完善的“口袋公园”、“拇
指公园”、街头游园等，让市民
开窗见绿、出门见园。

根据淄博市城区道路绿
化带较宽的特点，新建一批带
状公园，如中润大道带状公
园、西五路带状公园、涝淄河
游园等，进一步拓展绿化空
间，同时在园内增设服务设
施，让市民进得去、坐得下、留
得住。这些公园绿地建成后，
能让市民最大程度地亲近绿
地、享受绿地，有效提高市民
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指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莉莉 见习记者 史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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