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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借势省城 高青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由南流向北最终折向东的黄河，

在西和北两个方向划出一道天堑；由
西向东蜿蜒而行的小清河，成了高青
与桓台的界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高青被困在了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
空间里，交通闭塞成了制约当地发展
的最大因素。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济高高速
通车和小清河复航等诸多重大交通
项目落地让高青离省城越来越“近”，
高青迅速开启“对接省城年”，在更加
广阔的空间里，全力拼抢更多的发展
机会。

初秋时节，从高青县青城镇
高家庄往西望去，正在建设的高
商高速（高青至商河）雏形已现，
穿过生机盎然的田野，蜿蜒伸向
远方。

“高商高速已经完成总建设
的45%。”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规
划科科长李钰说。

高商高速是高青境内第四
条高速，东起高家庄村北与济高
高速相接，向西经滨州市惠民
县、济南市商河县与京沪高速相
连。这是山东高速公路“九纵五
横一环七射多连”中的一部分，
项目及其西延路段建成后，将在
山东北部形成东起威海西至德

州最短捷的横贯东西的高速公
路通道。与此同时，高商高速高
青境内跨黄河大桥的修建，也可
以弥补周边地区跨越黄河高速
公路通道不足的问题，改善区域
交通落后的状况。

高青离省城越来越“近”，是
高青乃至外地人最直观的感受。

很长一段时间内，高青只有
一条连接南北的滨博高速。
2019年11月30日，长深高速公
路高青至广饶段通车，让高青向
东变得方便。不过，没有通往济
南方向的高速，一直都是阻碍高
青发展的一大痛点。

2022年9月30日，济南至高

青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将高青
与济南的车程缩短至40分钟以
内。济高高速在高青境内蜿蜒
40多公里，依次穿过黑里寨、青
城、木李、田镇、常家、芦湖和唐
坊等7个镇街，并留下了三个出
入口，在打开一扇扇通往省城大
门的同时，也拉近了高青与济南
机场的距离，强化了高青立体交
通布局中的“空”字环。

7月21日，小清河复航主体
工程建设完成后首艘载货试航
船舶抵达位于花沟镇的高青港
区，标志着小清河在断航26年后
重获新生，高青港区也成为小清
河航线上首个卸货成功的港口。

经国际铁路集装箱货运，由
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运达济南市
董家镇站，再经小清河运至高
青，最后通过公路运抵客户工
厂，小清河航运由此实现了“铁
公水”运输全覆盖的多式联运

“一单制”运载，“这不仅进一步
简化了企业的提货手续，也对放
大中欧班列通道作用有着很大
的推动力。”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吕凯说。

高青的交通网上，由此又增
加了一条令人艳羡的黄金水道，

“通天达海”的路径由此被打通。
来自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的

消息显示，除了正在建设的高商

高速外，滨淄黄河公路大桥、庆
云至章丘高速、滨莱高速改扩工
程也在积极谋划实施中。

滨淄黄河公路大桥建成后
将成为连接淄博、滨州两市的重
要通道和京津冀地区通往山东
中部和江浙沪地区最便捷的通
道之一；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已
经完成土地组卷工作；滨莱高速
改扩工程已初步进行项目规划，
并力争在高城镇境内设立出
入口。

即将拥有5条高速的高青，
正在突破地理瓶颈，成为济淄北
部大通道上的重要坐标。

高青离省城越来越“近”

济高高速在青城镇政府驻
地北侧设有出入口，这也让青城
镇看到了担当省会经济圈桥头
堡的机会。

作为曾经的高青县城所在
地，青城拥有千年建县史。如
今，古城道路水系脉络肌理完
整，历史遗存众多，更有建于乾
隆年间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阁坐落在古城中心。泰安
老姑传说、青城八大名吃、青城
八景等，无不对游客充满吸
引力。

古镇开发已被提上了日程。
即将开展的青平古镇夜间亮化
工程，将让文昌西街和文昌阁、
大戏台等夜间亮起来，以吸引更
多市民尤其是济南市民前来

旅游。
青平古镇也计划在今年10

月动工建设。这个计划投资15
亿元、占地1000亩、总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的项目，计划按照明
清风格恢复古县城内城格局。

青城镇的黄河食品物流园
项目刚刚完成了招标工作。这
个规划总投资3亿元、占地700亩
的园区，将建设标准化厂房、食
品研发中心等，项目达产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 10亿元、税收
3000万元、利润3000万元，解决
就业1000人。高青黑牛深加工、
京东冷链物流等已确定入驻。

“预计今年年底就可投入使用。”
青城的变化，源于“对接省

城年”给高青干部带来的冲击。

今年春节过后，高青召开
“效率提升年”活动动员大会，正
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对接省城
年”活动的实施方案》，聚焦交通
互联、产业协同、市场对接、人才
交流等重点领域，明确了7个方
面15项重点工作，并列上了责任
领导和责任部门，作为今年的一
项中心任务加以落实。

为寻求共识，高青还在全县
范围围绕“如何融入省会城市
群”组织开展大讨论活动，要求

“关键少数”发力。比如各县级
领导层面要结合分管领域工作、
各级各部门单位结合本地区实
际或本单位职责，确定3至5项融
入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重点措
施、重要任务或重大项目。与此

同时，还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同志
坚持每月到省会开展调研考察、
对上争取、交流对接、项目招引
等活动。

种种措施，最终体现在一个
又一个的变化上。

小清河淄博港高青港区位
于花沟镇境内，当地规划了占地
面积2000亩的临港物流园区，高
标准建设智能化仓储用房及园
区综合服务中心，并配套建设数
条疏港道路。目前，中国供销粮
油有限公司有意投资3亿元建设
10万吨粮食仓储项目，中国农业
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有意投
资2亿元建设10万吨农资仓储
项目。

毗邻花沟的高城镇，几乎没

有任何产业优势。不过，高城紧
邻发展了20余年的高青县化工
产业园，日渐壮大的园区，吸引
了周边村庄的农民走上了跑运
输的道路。“高青大约有4000辆
货车，其中高城人就有大约3000
辆。”高城镇镇长王新磊说。

早在去年，高城镇就结合小
清河复航，鼓励当地物流企业成
立了多式联运公司，镇上还成立
了运输协会规范行业发展。如
今，高城镇又在积极推动在辖区
内成立危化品运输企业,建设服
务园区和运输企业的中介平台。

王新磊粗略算了一笔账：
“仅危化品运输一项，每年就可
以创造利税5000多万，更何况，
园区还要扩园增产。”

对接省城 高青干部迎接新冲击

对接省城，开辟更大发展空间

便捷的高速公路，会从增加
就业机会、推动当地传统产业发
展、繁荣旅游业、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等诸多方面给一座城市带
来正面影响；小清河复航也极有
可能给高青带来一条投资兴业
的“黄金走廊”。

全面对接坐拥千万人口、万
亿GDP和众多资源的省会济南，
让高青有了实现更多可能的
机会。

2月16日，高青县“对接省城
年”活动暨重大项目推介会在济
南南郊宾馆举行。高青以绿色
发展先行区、城乡融合样板区、
双碳生活示范区、品质生活引领
区和创新创业活力区“五区建

设”为依托，推介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事业、生态
环境治理等领域的27个重点项
目，引起外界关注。

几个月过去，《关于开展“对
接省城年”活动的实施方案》列
出的重点工作，有的已经成为现
实，为高青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
断地注入动力；有的正在按照计
划紧锣密鼓地推进。

“对接省城年”，让高青有了
更大发展空间。

高青县常家镇先后与山东
建筑大学、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和
省农科院等开展双向对接洽谈，
并与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推介的
花筑集团初步达成民宿建设运

营初步意向，与山东建筑大学城
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达成校
地合作意向。

蔬菜种植面积多达3万多亩
的高青县黑里寨镇，距离济南最
近，当地投资3000万元建设的农
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已完成4个
连体交易区建设。此外，镇上还
协助远航牧业在济南新开高青
黑牛体验店3家，并与相关企业
实现常态化购销合作。

高青县木李镇依托得益乳
业数字牧场和葡萄、猕猴桃、西
红柿等特色果蔬种植基地设计
旅游地图，吸引来自济南的研学
团队。6月份举行的首届富硒果
蔬采摘节，吸引了不少济南周边

游客。
没有蔬菜种植和旅游资源

优势的高青县高城镇，将更多精
力倾注在打造高青与济南对接
的平台上。高城镇新成立的基
金招商办公室，已经先后举办了
3期“驻济资本高青对话会”，聚
焦县内企业进行投资调研和融
资洽谈，探索推动县域基金发展
破题起势。目前已有投资机构
与当地企业进入深度洽谈阶段。
此外，高城镇还在按照“重点区
县协同推广、中心城区精准布
点”模式推进高青农产品直供入
济，在推动高青融媒与章丘融媒
达成全面合作并完成首轮优质
农产品专项考察的同时，在济南

设立了高青农产品直供体验专
柜，实现高青果蔬入济直供。如
今，高城还在与济南相关物流园
区对接，尝试设立“高青优质农
产品供销入济冷链物流专区”。

对于高青而言，“对接省城
年”只是拉开了这座腹地新城全
面对接省城的大幕。未来，“通
天达海”的高青，究竟能摘得多
少“对接省城”的果实，在这个过
程中，高青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值得人们期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继才 见习记者 盖
曼青 通讯员 王克军

济高高速拉近了高青与济南的距离。

小清河复航，高青港区成为小清河航线
上首个卸货成功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