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张长海 蔡大虎

太白湖新区位于济宁市南部，南接

微山湖，北靠老城区，京杭大运河、泗

河双河环抱，古运河、洸府河穿境而

过，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生态资源得

天独厚，被誉为鲁西南大地上的一颗明

珠，是济宁市举全市之力打造的城市主

中心。

新的五年，太白湖新区按照打造济

宁城市主中心这一总体目标，作出了

“二次创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生

态优先战略，围绕产城融合、水城一体

两大主攻方向，创新体制机制，培育文

化旅游、电子信息、金融商贸、科教医

疗、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加

快打造行政商务中心、科教文化基地、

旅游度假胜地、生态宜居新城。

九载创业，玉汝于成

2008年2月,济宁太白湖新区的前身

北湖新区经批准设立，其发展定位是

“行政商务中心、科教文化基地、休闲

度假胜地、生态宜居新城”。2009年5

月，济宁市城市规划(2008-2030)获得省

政府批复，北湖新区被正式确定为城市

发展的主中心。自此，太白湖新区按照

“一年拉框架，三年成规模，五年出新

城”的目标邀请美国AECOM、荷兰

NITA等国际一流设计公司对太白湖新

区进行规划设计，确保规划设计高品

位、高档次。

从2008年济宁市委、市政府作出

开发建设太白湖新区的战略决策，到

今天新城框架的初具规模，近10年的

创业之路，太白湖新区坚持基础设施

与生态环境同步提升，片区开发与景

区打造一体推进，撸起袖子干事业，

扑下身子求突破，新区建设取得的阶

段性重大突破。太白湖新区实施各类

项目183个，投资总额超过550亿元。

建成了综合指挥中心、市体育中心等

一批重大项目和 2 9条道路、 4 1座桥

梁、 2 7公里综合管沟等基础设施项

目，形成了七纵七横的高标准路网，

成功承办了第23届省运盛会。

“二次创业”东风来

东风来，涌动连天碧水，潮起落，

鼓起万点征帆。站在新的起点上，太白

湖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次创业”是时代赋予太白湖新区的

光荣使命，是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必

然选择。

二次创业路上的太白湖新区突出绿

色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包

装策划一批牵动发展全局的生态建设重

点项目，着力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今

年以来，太白湖新区共有114个重点项

目，1—6月份，该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8 . 82亿元，同比增长38 . 9%。其中，济

宁市文化中心、太白湖中心中小学、石

桥中学、泗河综合开发防洪堤防工程等

续建项目进展迅速。廉庄、东赵村拆迁

进展比较顺利，车站南路贯通工程、济

安桥南路贯通工程、环湖大道东线工程

等新建项目已经开工。

今年上半年，太白湖新区经济保持

了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26 . 7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56%，同比增长21%；完成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5 . 4亿元，完成预算的72%，同比

增长31%，税收占比达到93%，两项指

标均列济宁市第一名。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发展依靠群众，发展为了群众，发

展成果让群众共享，是太白湖新区建设

的一条鲜明主线。太白湖新区高标准建

设三大回迁片区，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济宁医学

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济宁一中和北

湖一小、二小及北湖中学建成并投入使

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 ,养老专项补助、城市低保标

准、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居济宁第一。

太白湖新区把改善民生作为最终目

的，让每一位新区人共享更多的发展成

果。太白湖新区将坚持以人为本，集中

财力保障民生支出，切实办好民生实

事；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扩增教育资源

总量；提升医疗卫生水平，完善城乡卫

生基础设施；发展慈善事业，开展精准

扶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各类保

险发放标准；推进全民健身，新建一批

群众健身广场；创新社会治理，深化

“平安新区”建设，推广“文化善

治”，倡导“儒韵民风”，夯实社会治

理基础。

水城一体做好生态文章

太白湖的秀美在于水，太白湖的灵

魂在于绿。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

磨”，仲秋的太白湖有着不一样的风

光。市民王岚虽然入住太白湖新区不

久，却很快习惯了早起在景区散散步。

路边花坛的花花草草，街心公园绿树奇

石，万亩绿荷的清莲倒影，涛涛大湖的

水天一色，加之宽阔整洁的城乡大道，

一尘不染的街巷社区，交汇成一首融洽

文明真善美的和弦。

太白湖新区水面宽阔、空气清新、

碧波荡漾、风景秀丽，看点众多，是远

近闻名的休闲旅游上佳之处。太白湖新

区大手笔推进景区开发、湿地建设，投

资15亿元，打造了风景秀丽的太白湖景

区，并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气

魄推进道路景观绿化，全区绿化面积达

到1772万平方米，被评为“山东省首批

绿色生态示范区”。

太白湖新区着力“通水脉”，高标

准规划水系水网，实施水系贯通工程，

疏浚河道，实现一泓清水绕新城；实施

城市景观效果提升工程，凸显一步一景

的园林式绿化特色；推进农田林网绿

化、水系绿化、镇村绿化，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

产城融合、水城一体，太白湖新区———

城市主中心“二次创业”再起跑

□ 本 报 记 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骆 青 冯 越

太白湖新区坚持把文化旅游产业作

为助推“二次创业”的重要引擎，科学

布局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实施综合开发

战略，持续加大对景区的投入，规划建

设龙头项目和牵动工程，加快建设“吃

住行游购娱”配套设施，全力打造“旅

游度假胜地”品牌。

太白湖新区以水为脉、以文为

魂，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太白文化特

色；加大景区市场化运作力度，建设

历史文化园区，重点突破文化旅游创

意产业。加速文化资源开发，深入挖

掘历史文化积淀，依托老运河和太白

湖景区，以运河文化、太白文化、民

俗文化为核心进行开发，努力把“文

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

突出推进文化旅游开发。以挖掘

开发运河文化、太白文化为核心，以

“一河一湖”为重点，着力发展生态

旅游、农业旅游、体育旅游、养生旅

游等模式，推进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由

单一观光型向多元复合型转变，产业

发展模式由单一旅游行业向文化旅游

大产业转变，为二次创业和新旧动能

转换注入新活力。

太白湖新区聚合文化创意产业，

抓住济宁市文化中心建设的大好机

遇，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文化

创意人才聚集，做好文化创意、文化

旅游与历史底蕴的结合文章，建设创

意文化产业园，打造山东省运河文化

产业基地。推动文旅项目建设，在充

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恢复重建古运

河沿线知名人文古迹，形成浓缩运河

沿线著名城市建筑的“运河之窗”，

重现“运河之都”的繁荣景象。推动

石桥塌陷地治理和湿地综合开发，建

设东部生态旅游综合区，努力使文旅

产业成为新区的主导产业。

“旅游度假胜地”品牌叫得响

□ 本 报 记 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林 通 朱雨桐

“孩子就读的学校与济宁学院附小合作办学，在教学方面让家长

有了更多的信心。”太白湖新区老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原来还想着

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看到新区教育投入力度这么大，感觉让孩

子在家门口上学也特别安心。

不仅仅是合作办学，一批新的学校也在太白湖新区拔地而起，为

新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教育的选择。

在位于济宁体育中心东侧的一片工地上，一片繁忙的景象，济宁

学院附中、附小太白湖校区日前已封顶。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校舍，未

来将新增2000个中学学位、1800个小学学位。该项目预计年底竣工，

2018年秋季对外招生。

与此同时，山师大太白湖实验小学也正在紧张施工中。该校位于

太白湖新区火炬路西、知音路南，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小学。学校

规模为30个教学班，可同时容纳1350名学生在校就读，计划于2018年8

月开始招生。届时，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将选派丰富管理经验的管

理团队进驻学校，全权管理，输送优质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

“随着太白湖新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到新区投资置业的人

逐步增多，城区人口急剧增长，区域内现有的几所学校已逐渐不能满

足群众教育需求。”据太白湖新区社发局分管负责人蔡大虎介绍，新

区现有初级中学2所、小学9所。为进一步扩增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

源，该区依据总体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大班额”、计生政策和未来

城市发展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等因素，编制实施“一改一扩三新建”教

育工程。所谓“一改一扩三新建”，即对赵村小学全面提升改造，扩

建石桥中学。目前，各项目全面铺开，进展迅速。

家门口上名校

①济宁医学院
②济宁体育中心一场三馆
③太白湖园博园
④太白湖晚霞
⑤太白湖景区鸟瞰图
⑥群众生活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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