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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对未来的规划中，高青正日
渐变成“自己人”。

去年10月，济南都市圈核心圈层范
围首次披露，高青部分区域位列其中。
在功能上，核心圈层强化济南省会引领
功能，充分带动周边地区，构建一小时通
勤圈，实现同城待遇、同城保障、同城覆
盖、同城共享。

在济南都市圈的大框架下，随着济
高高速通车、小清河高青段达到通航条
件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顺利推进，高
青吸附集聚人才、资源、要素的“黄河汇
客厅”呼之欲出。

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青吹

响了“对接省城年”行动的号角，“主动融
入黄河国家战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省会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扩
大开放，借势发展，主动承接辐射带动和
溢出效应”。

乘势而起的信心和定力，让高青在
对接省城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不把自己
当“外人”。

交通方面，高青正加快推进内河航
运工程和临港物流园区建设，将小清河
高青港建成淄博市北部“公铁水”联运的
物流枢纽，构建通江达海的内河航运通
道。此外，高青至商河高速公路、章丘至
庆云高速建设也在加速推进。

产业方面，高青依托黄三角药谷健
康医药产业集群、化工产业园新材料产
业集群等平台优势，在相关领域构建与
省会经济圈相匹配、相融合的产业生态
圈，推动产业链条嵌入区域大循环，进一
步扩大产业集群效应。

科创金融方面，高青紧抓济淄同城
化科创大走廊先行区建设机遇，用好黄
三角药谷产业园、山东大学黄河国家战
略研究院等平台，全面对接省会高校、科
研院所等单位在高青建设研究院、专家
工作站，搭建更多区域交流协作载体。
与此同时，还将深化高校院所合作，建立
高校招才引智工作站，持续开展省会高
校大学生来高就业体验日等系列活动，
深入推进“青鸟驿站”校地共建，提升高
端人才集聚能力。

高青还将推进优质农产品直供省
会，打造省城人民的“菜篮子”。以“五
化”农业为引领，抢抓预制菜产业风口，
加快“一柿青城”番茄育苗基地、菠菜研
究院、太公蔬院现代农业园等项目建设，
提高“黄河明珠”区域公共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

打造省会城市“后花园”，则是高青
“对接省城年”的另一重要布局。高青加
快推进黄河楼、天鹅湖罗曼园一期、伟光
汇通千乘文旅康养项目等建设进度，并
持续举办“黄河文化旅游季”“黑牛节”

“龙虾节”等系列节会活动，聚焦吸引承
接省会城市群旅游大市场。

在《关于开展“对接省城年”活动的
实施方案》中，高青高调发出了“在推进
济淄同城化建设中走在前、作表率”的激
情呐喊。如今，他们立足省会，与济南携
手并进，共同拥抱“黄河时代”……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继洋 通讯员 王克军

从地理空间上看，高青在淄博版图
中，与济南的距离不是最近。但在省会
经济圈“南美、北起、东强、西兴”的发展
规划中，高青作为淄博唯一的沿黄县、对
接国家黄河战略当之无愧的桥头堡和主
战场，依托黄河大通道，与济南以水联
通，逐步构建起了互联高效的通勤圈、协
同配套的产业圈、共享融合的生活圈。

从文化定位上看，高青县深度挖掘
黄河文旅资源，全力打造“黄河明珠”，打
响“万里黄河最高青”的城市定位，与省
会经济圈以黄河为纽带，推进黄河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打造沿黄
文化旅游生态带的发展规划高度切合。

有了这些对接省城的优势、空间和
潜力，底气十足的高青自然有足够理由
高调。

时光回溯到去年3月，高青县委书记
刘学圣在接受采访时，豪言要在落实黄
河战略中当主力、打头阵，“抢抓黄河战
略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规划两大机遇，
统筹抓好绿色发展先行区、城乡融合样
板区、双碳生活示范区、品质民生引领
区、创新创业活力区‘五区建设’”，“为加
快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贡献
高青力量”。

高青溯黄河而上的勇气和毅力，由
此可见一斑。不过，在黄河、小清河双重
夹击下，许多国道、省道成了“断头路”，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青的区域发展，也
阻碍了济南对周边地市的辐射带动作
用。翘首以盼中，济高高速建设提上日
程，高青借势在济南遥墙机场、滨博高
速、滨莱高速等显要位置，投放高青形象
宣传语，宣传“万里黄河最高青”。

去年9月30日，济南至高青高速公
路项目正式建成通车，在高青县共设3个
出入口，出入口服务半径基本覆盖全县
所有镇办。高青县到济南市区时间缩短
至1个小时，到济南机场仅需要40分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高青对接省
城，终由量变引发质变。

今年的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在
总结过去五年取得的三大标志性成果
时，“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获得重大进
展”被放在了首位。济南市政府工作报
告则在部署今年十大方面的工作时，首
要指出的便是“着力融入服务重大战略，
加快增强省会引领带动力”，而“纵深推
进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建设
现代化济南都市圈”便是这一方面的核
心工作。

2月10日，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管圣喜透露，今年，
济南将加强统筹谋划，全力推进重大战
略落实，“争取济南都市圈发展规划尽快
获国家批复，打造国内领先的现代化都
市圈。加快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积
极推进济淄、济泰同城化”。

济南和高青，一座省城“水”牵一座
县城，在双向奔赴中融入黄河国家战略、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省会经济
圈等区域发展战略，携手演绎“黄河大合
唱”，高青好声音由此唱响。

高调的高青背后，藏着一个低调
的高青。

春节过后，高青各级各部门紧锣
密鼓地落实“对接省城年”的相关举
措，而各企业则积极复工复产，为新
年实现新跨越开好头、起好步。“在政
府各部门的领导下，我相信我们一定
会有更大的进步，为高青县人民作出
更多的贡献。”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郭英才说。

低调加力奔跑的高青，将去往何
处？正如刘学圣所说，高青打破“弱
者愈弱”的恶性循环不是空中楼阁、
也不是镜花水月，“我们提升效率，分
秒必争加油干、只争朝夕向前冲，才
能让‘慢城不慢’，才能让历史的落后
发生历史的转变”。

伴随着济高高速通车、小清河复
航等，高青日益彰显的叠加优势前所
未有，区位优势不明显的“瓶颈”正在
打破。

加持黄河国家战略的高青，正谋
求向河而生。

在向河而生、跨越崛起的进程
中，高青谋划了“五区建设”的发展愿
景，致力打造美丽富裕、品质活力、幸
福和谐的黄河明珠，奋力在黄河流域
大格局中走在全省前列、实现全国有
位。16日的高青县“对接省城年”活
动暨重大项目推介会上，高青便以

“五区建设”为引领加以推介。
管理学家德鲁克说：“战略不是

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研究我
们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

立足当下的高青，去年在低调

中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2022
年实现地方生产总值217.4亿元，增
速列全市第四；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
达到245.7亿元，增速9.3%，列全市
第四；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列全市第
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8.3%，列
全市第二。

2月14日，全省高质量发展重大
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暨全市县域高
质量发展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
行。高青县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共
计19个，其中，市重大项目9个，总投
资106亿元，项目涵盖新材料、智能装
备、新医药、现代高效农业、文化旅游
等8个行业产业领域。

产业在聚集，高青的人气也不遑
多让。今年春节假日期间，高青县在
天鹅湖国际慢城的安澜湾黄河楼广
场设立了黄河大集，扩大了高青黄
河、慢城、温泉等优质文旅资源、核心
景点及黑牛、龙虾、西红柿等优质农
产品的影响力。官方数据显示，此次
黄河大集共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单
日人流峰值达到8万人次，带动旅游
综合收入1800万元。

综合审视所在区域、经济带、交
通线中的战略定位，在深挖区域禀
赋、区域资源的基础上，如今的高青
县不断提炼提升县城发展定位，确立
核心产业体系，明晰与省城的协作关
系，培育强化核心竞争力，提升对人
才、人口、企业的有效吸引力和综合
服务能力，打造更高品质的县域生活
空间，奔赴于实现“强富美优”城市愿
景的道路上。

向河而生

黄河时代

乘势起飞

双向奔赴融入黄河国家战略

分秒必争加油干、只争朝夕向前冲，才能让“慢城不慢”

吹响“对接省城年”行动号角

春节过后的高青，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姿态展开对接省城行动。
1月29日“新春第一会”上，高青印发了《关于开展“对接省城年”活

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随后，包括高城镇、花沟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等在内的各级各部门陆续前往济南，开展考察调研、招商引资等活动。
2月15日，高青县委主要领导带队赴济南平阴、章丘考察学习，并与平阴
县缔结为友好城市，播下了深度合作交流的种子。2月16日，高青县“对
接省城年”活动暨重大项目推介会在济南举行，这个以“五区建设”引领
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县城，以崭新的姿态亮相……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接省城年”以来，高青一步步紧抓黄
河国家战略，在“黄河大合唱”中日渐唱响了属于自己的好声音。

位居淄博最北端，在济淄同城化中与济南并非最近的高青，缘何如
此高调？

“黄河大合唱”
唱响高青好声音

对接省城，

高高青青风风光光。。 资资料料照照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