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10日 星期日 编辑 王任辉 美编 王涛 校对 石晶热点08

今日8版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280号 邮编：25500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3700004000144 零售每份1.00元
新闻热线及投诉电话：0533-3585000 发行征订电话：0533-3595671 广告订版电话：0533-2270969 鲁中晨报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533－8409106

济南都市圈发展规划印发
以济南为中心，紧密联系周边五市

淄博四区
纳入济南都市圈

面积约2.23万平方公里，
到2035年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济南都市圈主要包括济南市
全域，淄博市张店区、淄川区、周
村区、临淄区，泰安市泰山区、岱
岳区、肥城市，德州市临邑县、齐
河县、禹城市，聊城市茌平区、东
阿县，滨州邹平市，面积约2.23万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81 0
万人。

根据《发展规划》，到2030年，
济南都市圈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
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8%
左右。便捷高效的快速网、四通
八达的干线网、覆盖广泛的基础网
初具规模，“通勤圈”联通水平迈上
新台阶。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
形成，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
圈”高质量发展塑成新优势。生
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治机制高效运
行，协同监管体系基本建立，韧性
城市建设不断推进，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降至10立方米以下，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目标全部实
现，重大灾害事故联防联控机制
不断健全，“安全圈”协同联动水
平跃上新高度。教育托育、医疗卫
生、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水平不断提升，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共同富
裕扎实推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
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生活圈”
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

到2035年，都市圈同城化发
展格局全面形成，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力走在全国前列，在全球价
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
和竞争力大幅跃升，高效基础设
施全域成网，门户枢纽功能全面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生态环境更加优良，建成具有较
强国际影响力、区域带动力和创
新引领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打造济淄、济泰、沿黄
三条发展轴

《发展规划》明确，济南都市
圈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
基于人口交通经济联系等大数据
分析，结合省会经济圈合作基础，
确定济南都市圈范围。都市圈以

济南为中心，紧密联系淄博、泰
安、聊城、德州、滨州5市，依托济
青通道、京沪通道、黄河纽带，打
造济南—淄博、济南—泰安、沿黄
发展轴，构建山河交融、中心引
领、轴带支撑、全域协调的发展
格局。

作为黄河战略的重要承载
区，济南都市圈以黄河为纽带，构
建功能多元、有机融合、协调联动
的沿黄发展轴，合力打造沿黄达
海设施联通大通道、绿色生态大
走廊、特色产业发展带，力争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
当好引领、作出示范。

支持济淄泰共建齐鲁科创大
走廊、济泰生态文旅走廊，推进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文
化旅游、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六
个同城化”建设。支持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德州齐河县、
禹城市、临邑县，济南章丘区—滨
州邹平市—淄博周村区，济南南
部山区—泰安泰山区、岱岳区等
探索跨市域毗邻县域一体化发展
路径。

构建“环米字型”
轨道交通网

在都市圈主要通勤方向上构
建“环米字型”轨道交通主骨架，
积极推进济滨高铁、济枣高铁、德
商高铁，有序推动市域（郊）铁路
发展，研究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域
延伸。

《发展规划》提出，以济南枢
纽为核心，完善都市圈轨道交通
网络布局，统筹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并做
好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构建一
体化、多层次的都市圈内联外通
轨道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济南城
市轨道交通二期规划项目建设和
三期规划项目前期工作，规划建
设济南云巴高新东区环线。

完善济南都市圈“二环一联
十六射”高速公路网，加快济南都
市圈环线和济南绕城高速、济广
高速、京台高速、青银高速繁忙路
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打造便
捷通畅的跨黄通道，加快建设
G104京岚线黄河大桥改扩建、齐
鲁黄河大桥等跨黄桥隧。加快实
施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强

化与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衔
接，建立泰安、德州、淄博、滨州等
市与济南机场的快速通道，实现
都市圈内1小时到达机场。新
开、加密国内外直达航线，加快打
造联通全球、覆盖全国的航线
网络。

抓好小清河数字（智慧）航道
建设，建成小清河复航工程，打通
济南都市圈出海新通道，打造绿
色高效的“黄金水道”。研究论证
京杭运河—小清河联通工程、徒
骇河通航工程，增强内河航道通
行能力，扩大通达范围。适时开
展黄河适宜段通航研究。加快建
设小清河济南港，完善港口集疏
运体系，大力发展河海联运和公
铁水多式联运。打造多种运输方
式无缝衔接的旅客联程运输体
系，探索推进民航、铁路、公路、轨
道交通“联程票”制和安检互信，
加快推进旅客联程运输“一票制”
发展等。

优化济南中心城区功能，促进
南岸城区人口向新城疏解

《发展规划》提出，突出泉城
风貌和历史文化核心，抓好古城
（明府城片区）、老商埠、洪家楼、
上新街等片区保护提升。构建东
西部新城区“两翼齐飞”发展格
局，按照“产业导入＋公共设施建
设＋高品质社区建设＋快速交通
链接”思路，做强做优东部中央商
务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心区、汉峪金谷片区，加快建设
济南东站—济钢片区、临空经济
示范区、彩虹湖片区，全力推进中
央活力区、济南国际医学中心
建设。

高水平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起步区，以维持沿黄自然生态
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为前提，统
筹推进南北两岸重点功能片区规
划建设，促进南岸城区功能和人
口向黄河北新城区疏解，实现两
岸互动、南北共兴。补齐长清区、
济阳区、章丘区城市服务配套，全
面融入济南中心城区发展。加强
莱芜—钢城省会城市副中心建
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弱项，
突出抓好山东重工绿色智造产业
城等重点片区建设，建设黄河流
域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省会城市副

中心主要承载区。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分步实

施丁太鲁新徐片区、泺口片区、宋
刘片区、腊山工业园等存量片区
改造。完善国际标准、覆盖城乡、
便捷共享的高品质公共服务，建
设全龄友好包容型城市。

构建网络化绿地系统，优化
城市综合公园整体布局，建设绿
色公园城市，实现“推窗见绿、出
门见景、四季见花”。保护城市历
史文脉，严禁在城市更新中大拆
大建、挖湖造景，严禁侵占风景名
胜区内土地，严禁随意拆除老建
筑、砍伐老树。突出济南“山泉湖
河城”一体的城市特色，塑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休闲环境和本
土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共建共治共享
幸福生活圈

《发展规划》提出，推进都市
圈内率先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资
源汇集、数据共享、创新应用和创
新服务。加大医学类省重点实验
室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力度，加
快建设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按规
划开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推进教育同城化发展，建立济南
都市圈教育合作机制。支持都市
圈内高校强化建设，高水平筹办
空天信息类大学。

加快推进大运河、黄河、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推进
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海岱
地区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重
点推进焦家、城子崖、大辛庄、桐
林、齐故城、大汶口等遗址考古
和文物保护利用，推进大辛庄考
古遗址公园创建，推动济南都市
圈大遗址保护纳入国家记忆
工程。

实施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连片
扩容，加强济南古城（明府城片
区）保护利用，加快推进济南“泉·
城文化景观”申遗。规划建设济
南市博物馆新馆、淄博市博物馆
新馆、泰山博物院、齐河黄河文化
博物馆群等文化设施，推进美术
馆、图书馆和文化馆（站、中心）联
动共享，实现城市阅读一卡通、公
共文化服务一网通、公共文化联
展一站通、公共文化培训一体化、
研学旅游一体化发展。

据《济南时报》

■ 相关分析

从本次济南都市圈公布
的内容来看，“强化济南辐射
带动作用”成为济南都市圈的
首要任务。从国家公布的城
市都市圈建设内容来看，“瘦
身强体”也是都市圈的共同
特征。

第一，“2万平方公里”左
右成为都市圈建设的标配。

从2021年开始，国家发改
委先后批复了南京、福州、成
都、长株潭、西安、重庆和武汉
等7个国家级都市圈。而在
2023年，国家级都市圈快速扩
容。根据各地发布的消息，一
年之内，沈阳、杭州、郑州、广
州、深圳、青岛和济南等7个都
市圈获批。截至目前，全国国
家级都市圈的数量已经有14
个，但面积大体相差不大。

总体来看，获批都市圈面
积在2万平方公里左右，基本
范围是1小时通勤圈，这也是
国家发改委对培育发展现代
化都市圈的要求。

第二，都市圈沿“轴线展
开”成为“强体”的共同路径。

国家都市圈规划一般都
是选择沿轴线展开。本次济
南都市圈规划强调“推进济
淄、济泰、沿黄轴线展开”，具
体包括济淄发展轴、济泰发展
轴和沿黄发展轴“三轴”；此
前，青岛都市圈规划也强调

“打造都市圈发展廊道”，规划
建设济青陆海发展主轴、滨海
综合发展轴、青烟综合发展轴
等“三个轴线”，都说明沿“轴
线 展 开”成 为 都 市 圈 延 伸
特征。

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
圈规划都是沿“轴线展开”，是
因为轴线附近具有长期发展
形成的产业优势、公共设施优
势等，今后做大做强的条件和
空间也比较充足。

像济淄发展轴，规划要求
“依托济青通道，构建以济淄
科创制造走廊为主要载体的
东西向发展轴，推进济淄两市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
保、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六个同城化’建设。”是
考虑到该轴线附近的产业聚
集等方面优势明显，发展壮大
也很有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县市区是
否在交通干线上，比远近更能
促进都市圈发展壮大。从距
离上说，济南到张店109公里，
到临淄126公里，济南到博山
99公里，但济南都市圈范围
中，有张店区、临淄区，没有博
山区，舍近而留远，是因为张
店、临淄在胶济线、济青高速
和济青高铁旁边，有制药、石
化等产业优势，并直接通向港
口城市青岛，更符合城市延伸
方向。

据大众新闻客户端

“瘦身强体”
成都市圈建设主调

●近日，山东省政府公布《济南都市圈
发展规划（2024-2030年）》（以下简称《发展
规划》），济南都市圈以济南市为中心，与联
系紧密的淄博市、泰安市、德州市、聊城市、
滨州市共同组成，涉及25个县（市、区），面
积约2.23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810
万人。

●到2030年，济南都市圈经济总量突
破3万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8%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