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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济南新东站是未来济南东部重要的交通枢
纽，总规模17 . 48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济南西
站的规模。站区集石济、济青、城际铁路、轨
道交通等交通于一体，由中央站房、南广场及
南站房、北广场及北站房组成，将形成以综合
交通枢纽为中心的城市次中心区域。随着8月3
日最后一列T11长轨条运输车进站，标志着新
东站站内全长30 . 8公里的长轨条全部运输完
毕。目前，新东站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年底
通车。

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

根据初步规划，片区产业定位以新东站铁
路枢纽为核心，围绕王舍人片区大面积居住功
能规划，以及未来人口导入计划，构建“5+
2”的产业发展体系。以新东站核心区产业用
地为依托，发展总部经济、文化旅游、会议会
奖、健康服务、智能制造等产业，并在整个王
舍人片区配套建设高水准的学校、医院等城市
配套，完善城市功能；建设不同级别的商业设
施，发展商业和商贸，增强区域商业活力。

据介绍，新东站片区特色功能是“国际级
重要交通枢纽”“济南东部城市门户”“济南
城市次中心”“产业载体”“风貌节点”。新
东站片区整体定位为“齐鲁新枢纽”“泉城次
中心”“陆港核心区”，打造生产、生活、生
态等“三生”融合的城市次中心。

新东站设计最大的亮点是车站和城市的完
美融合。“目前新东站规划在站房两翼设立两
个商业区。设想是西翼为商务花园，东翼为精
品酒店。”该项目的负责人介绍，新东站采取
了站城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可以达到一出火车
站就是市中心的效果。而且新东站的站前广场
很小，火车站几乎无缝嵌入城市里。新东站将建
设南北两个广场，其中南广场为具有集散功能
的城市景观。北广场为功能性交通广场。

根据设计方案，新东站站房南北全长408 . 6
米，宽约160米，候车大厅由中间候车大厅、
两侧卫生间等辅助房间、贵宾厅、乘客服务用
房组成，南北端扶梯至高架层后设安检设施。
新东站站房的设计也将有很大亮点，未来新东
站站房将呈现环抱的建筑形态，为双面状钢结
构拱顶的独特建筑风格。站房的屋盖结构完成
后，将会以408米长度以及180米的跨度，成为
中国跨度最大的大拱结构建筑物之一。

交通方式联合叠加

作为大型交通枢纽，新东站位于济南的东
北部，距离CBD6公里，串联了CBD、临港开
发区、高新区，以及新旧功能转换先行区，汇
聚的人流将非常大。为此，新东站更注重交通方
式的联合叠加，以方便市民群众出行。

首先，新东站片区将公交、轨交、出租
车、私家车等线路更加密集地规划。在南广场
的地下二层为地铁R3线站厅层，R3线和M1线
将在这里会合，R3线在新东站车场正方南北向
通过，M 1线位于南广场下方与R 3线十字换
乘，与铁路车站在地下层形成地下换乘枢纽。
未来新东站将和北京南站一样，旅客不用出站
就能换乘地铁。据介绍，目前R3线正在全力以
赴地推进，今年底有望实现动通，明年实现轨
通和电通，2020年R3线将开通运行。

同时，新东站也启动了M1和M4线的前期
研究工作，下一步通过轨道交通，M1将成为
串联明湖站，济南站和济南西站的大枢纽，15
分钟市民即可到达市中心。

新东站枢纽目前规划了18条公交线路，南
广场公交以及B R T车站设置9条常规公交线
路、3条BRT线路、2条公交专线；北广场设置

4条常规公交线路。北广场地面还将设置长途
汽车站，为济南周边的县市旅客服务，也将为
旅客的集散提供更多的换乘选择。新东站还专
门在东西两侧下穿道路设置了多处非机动车停
车场，也方便骑非机动车的市民前来乘车。新
东站至机场约15公里，未来将开通摆渡车，实
现空铁联运。据项目负责人透露，新东站还计
划设置航站楼，从这里出来后，乘客就可以直
接办理值机业务，实现路空无缝衔接。

现在看来，新东站片区有望成为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区域中心，也是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载体。从全省的范围来看，是省
外向型经济向内陆延伸的咽喉。从新东站向
西，通过石济客专，郑济高铁，将填补高铁的
空白，区位优势明显，对济南以至全省发展意
义重大。

窄马路 密路网 街区制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
是指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以公共交通站
点为中心，以400-800米（5-10分钟步行路程）
为半径建立的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
住等为一体的城区。

而备受关注的新东站片区，将会形成一个

TOD中心。片区的建设将遵循区域连通、混合
利用、人性尺度、绿道网络、文脉传承的规划
理念，如单行道，将一些交流量分散，而不是
集中在少量的主干道上。绿道网络理念中，整
个片区划分了27条宽度15米，只允许步行和自
行车出行的道路，通过慢行街道来串行，提供
市民便捷安全的步行环境。

窄马路、密路网、街区制，这种在国外广
泛分布的场景将出现在新东站中。这种模式将
有效缓解拥堵问题，步行5-10分钟的距离就是
中心广场或城市公园；真正做到了500米见公
园，200米见绿地，打造天人合一的舒心生活。

此外，新东站片区作为济南的规划试点片
区，还将先行打造15分钟生活圈，共规划9处
社区邻里中心；在片区内复合设置文化、体
育、医疗等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高标准配套
中小学基础教育设施，共规划25处小学、16处
初中、38处幼儿园；沿绿道网均衡布局，提供
安全便捷的步行环境。

在新东站片区，能隐约看到一个正在崛起
的国际新兴都市。而在这一片区里，以碧桂
园·CLD凤凰首府为代表的高端生活居住地践
行自己的理念，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处精工住
宅，更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济南未
来城市建设的崭新名片。

预计年底通车 市民“零换乘”15分钟到市中心

济南新东站打造“三生”城市次中心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31日，演马站变电所35千

伏开关柜总开关合闸成功，标志着轨道交通R1
线供电系统安装工程全线电通。R 1线全线电
通，将为后期通信、风水电、消防及热滑调试等
环节创造施工条件，为2019年元旦通车试运行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为确保R1线全线电通，济南轨道交通集团
联合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克服高架段技术要求
高、工期压力大、交叉施工等实际困难，倒排工
期，科学组织，优化工艺，积极开展劳动竞赛，
先后完成首次通电、变电所基础预埋、设备安
装、电缆敷设、二次接线和设备试验等工作，共
计安装电气设备232台、电缆敷设48700米，完成
自检和验收检查后，最终实现了全线电通的节点
目标。为确保全线列车及各类设备正常带电运
转，R1线全线配置2座主变电所，分别位于大学
城站和大杨站，另有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10座、
降压变电所4座、跟随式降压变电所3座。

目前，R1线正加快车站附属结构、联络通
道出入口等建设，压茬推进车站装饰装修、风水
电安装、弱电施工等工作。

轨道交通R1线全线电通□ 本报记者 晁明春

“不说客套话，不听过年话，请大家直面
问题、直奔主题：小清河污染还能治吗？”济
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鲁谦语气严肃。

8月30日上午，济南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小清河济南段
污染治理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这边，5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小清河
污染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留情
面，“连珠炮”般地提问和追问；那边，市财
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城管（执法）局、市环保
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实事求是地认真作答。

污染治理难在哪？监管责任谁来负？

“小清河治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
投入100多亿元。省政府曾明确要求，2015年前
小清河水质要实现达标，但截至目前仍未达
标。”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鹿中华率先对环保局
“开了第一炮”：小清河污染为什么长期得不
到解决？监管责任谁来负？

小清河是济南市城区唯一的一条对外排水
河道，市域范围内长70 . 5公里，流经槐荫、天
桥、历城、高新和章丘等区。由于小清河独自
承接市区400多万人口生产生活废水和雨水的
排放，纳污负荷巨大，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雨
污混排及部分区域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沿岸
部分污水偷排入河，以及生态补水不足等原
因，小清河水质至今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成为济南市生态环保工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2017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小清河治理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时提出“污水直排、雨污混
排、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等反馈意见。

“小清河水质长期以来未达标，原因是多
方面的。”济南市环保局局长侯翠荣坦言，
“目前每天还有大约6万多吨的污水，通过污
水管网已经送到了污水处理厂的大门口，但就
因为污水处理厂‘吃’不下，未经任何处理又
排放到小清河，这是导致小清河水质不达标的
一个非常重要且直接的原因。”

此外，小清河源头清水补给量小，自净能
力差；由于部分河道被占压、棚盖严重、部分
老城区道路狭窄等问题，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实

施困难，存在雨污混排问题；小清河长期以来
河底泥淤积比较严重，截至2017年底，城区段
的河底泥淤积总量约214万立方米，底泥污染
物释放带来二次污染，这些都是小清河污染的
原因。对此，济南市对11名履职不力的相关责
任人员进行了严厉的追责问责。

“小清河水质计划什么时候能够达标，目
前有哪些具体措施来实现达标？”鹿中华追问。

“济南市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馈意
见，提出到2019年底前，基本解决小清河流域
污染问题。”侯翠荣说。

关于达标保障措施，侯翠荣说，按照5月
印发的《济南市小清河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实
施方案》，将加快推进小清河流域污染治理重
点工程建设。完成水质净化一厂扩建等重点治
污项目，2018年底前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9万吨/
日；完成南大槐树沟、全福河雨污混流改造。
2019年6月前，完成济南新东站污水处理厂7万
吨/日污水处理能力建设任务。另外，小清河
底泥清淤工程现已完成，共清淤200余万立方
米。

每天污水量多少？处理能力是多少？

“目前全市每天产生多少污水量，有多少
污水未能进入管网？新增29万吨处理能力后，
能否做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能坚持多少
年？”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贵民询问。

“目前济南市中心城区每天产生污水量约
100万吨。”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得来的呢？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局长翟军解释：市政管网公
共供水90万吨/日，自备井供水约10万吨/日，
按产污系数0 . 9折算，两项产生污水量约90万吨
/日。另外，矿坑水、人防水、道路保洁、水
产品产生的污水约10万吨/日，综合测算，济

南中心城区日产污水合计约100万吨。
那么济南现有水质净化能力又有多少呢？

据翟军介绍，目前济南中心城区已建成6座集
中式大型水质净化厂和17座中水处理站，其中
集中式水质净化厂设计净化能力91万吨/日，17
座中水站设计净化能力13万吨/日，水质净化
设计规模104万吨/日。

“但受汇水范围、入住率低等因素影响，
17座中水站实际处理能力约6万吨/日，导致目
前中心城区平均实际水质净化量约9 6万吨/
日。”翟军说，目前济南中心城区污水收集率
达到99%左右，处理率达到96%。特别是由于水
质净化一、二厂服务范围内水质净化厂能力不
足，致使每天约6万吨污水未经处理排入小清
河。

翟军表示，济南市正在加快推进水质净化
一厂、二厂、华山等7座水质净化厂站的扩建
新建，年内将实现水质净化能力新增29万吨/
日。目前仲宫水质净化厂扩建工程、赵王河水
质净化站、华山水质净化厂已建成并投入运
行；大涧沟水质净化站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5%，10月份进水调试；水质净化一、二厂扩
建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左右，年底前建成并
投入运行；腊山水质净化厂已于8月中旬进场
施工，计划年底进水调试。7座水质净化厂站
实现当年拆迁、当年建设、当年完成。同时，
济南还启动了城区排水系统混流管线和混接点
3年改造计划，工程实施后，也将进一步完善
排水管网系统，减少雨水、施工降水、地下水
等进入污水系统。

“上述项目完成后，济南中心城区范围内
水质净化规模将达到133万吨/日。”翟军说，
未来还将结合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国际医学
中心、新东站片区、济钢片区等区域发展，配
套建设水质净化设施，城市水质净化处理能力

将进一步得到提高，污水收集处理率将达到
99%以上。根据城市发展规划预测，现有水质
净化设施10年内能够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治污投入有多大？钱从哪里来？

环保需要投入，钱从哪里来？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唐忠有些担心。“小清河污染治理涉及
工程项目多、资金需求量大。请问财政局，财
政投入方面的情况怎样？如何保证稳定的财政
投入和资金有效利用？”唐忠询问。

“小清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资金筹集和分
配方式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市直部门承担的
项目，所需资金由市财政负责筹集；二是各区
承担的已开工项目，所需资金由区财政负责筹
集，市财政适当奖补；三是各区承担的未开工
项目，所需资金按支出责任统筹，市财政予以
奖补。”市财政局局长尹清忠应询说。

尹清忠表示，综合以上项目，共8大类25
项，总投资约9 . 02亿元，其中：市财政承担投
资3 . 35亿元，各区（高新区）承担投资5 . 67亿
元。2018年计划投资7 . 23亿元，其中：市级承
担投资2 . 66亿元，已全部落实；区级承担投资
4 . 57亿元，已落实资金2 . 11亿元。此外，济南
城投集团承担的河道两岸绿化、亮化、服务功
能提升三项工程目前正在规划设计，规划完成
后按投资额和相关事权责任筹集资金。

“据了解，全市市、区两级排水管网养护
费平均只有不到7元/米，能保证管网正常运行
吗？”唐忠追问。

“自2014年至今，全市排水管网养护由
市、区两级分别管理。全市中心城区排水管网
总长4460公里，市本级负责208公里主管网，其
余管网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各区(高新区)
负责管护。”尹清忠回复说，市本级管护的管
网，市水务局通过政府采购确定2017、2018年
每年管护费443万元，年平均养护单价21 . 30元/
米，市财政已按采购合同足额给予了保障。各
区(高新区)负责管护的管网4252公里，2017年投
入管护费2813万元，年平均养护单价6 . 62元/
米，标准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管网正常运
行。对此尹清忠表示，财政部门下一步将从讲
政治的高度，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确保这项民
生工程顺利完成。

还市民一条真正的“小清河”
———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小清河污染治理侧记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日是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

首个受理工作日。为了给港澳台同胞办理居住证
提供便利，济南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确定了
12个派出所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受理点，首日共
为符合申领条件的10名港澳台同胞受理了申领居
住证的业务。

这12个受理点是：历下分局科院路派出所、
市中分局六里山派出所、槐荫分局道德街派出
所、天桥分局纬北路派出所、历城分局综合服务
厅、长清分局大学路派出所、章丘分局双山第二
派出所、高新分局舜华路派出所、南山分局仲宫
派出所、平阴县局榆山第一派出所、济阳县局济
北开发区派出所、商河县局许商派出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并于9月1日正式实
施。证件申办过程中，济南市公安机关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受理点民警积极落实预约服务、人
像采集多拍优选、证件邮寄服务等便民举措，
让港澳台同胞感受到了济南户政民警热情、高
效的服务。

今后，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就能够在居
住地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依法缴存提
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3项权利以及义务教育、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
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等6项基
本公共服务，同时还可享受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
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
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登记，还
可以使用居住证直接在内地（大陆）住旅馆及乘
坐国内航班、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
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与内地（大陆）
居民同等待遇购物、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门
票、进行文化娱乐商旅消费等9项便利。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受理工作9月1日启动

8月30日上午，济南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就小清河济南段污染治理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专题询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职责的
重要形式。直击“痛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盼，切实履行人大
监督职责，有效推动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专题询问现场那种公开透明、紧张
严肃的气氛与强烈的责任担当，只为一点：还市民一条真正的“小清河”。

□记者 王世翔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5日上午，第三届国际

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开幕式暨泉水城
市“朋友圈”圆桌对话活动在济南举行。

本次活动以“水生态与城市发展”为主
题，共话水生态文明，同商城市发展愿景，
把水生态与城市发展放到同等重要位置，着
力构建水与城和谐的城市发展模式。各个泉
水城市分享了在水生态保护方面的经验和体
会，促进了济南和世界泉水城市的双向交
流，提高济南泉水的国际首位度。

来自20个国家的泉水友好城市代表团团
长以及部分国内外专家参加了活动。左图
为：近日趵突泉再现“趵突腾空”盛景。

国际泉水文化景观

城市联盟会议举行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31日，记者从济南市依法

整治违法违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济南
市公布了第四期拆违台账。10月31日前，济南将再
拆9616处共计726 . 81万平方米的违法违章建筑。

其中，历下区555处50 . 02万平方米，市中区
586处72 . 11万平方米，槐荫区376处63 . 03万平方
米，天桥区324处62 . 09万平方米，历城区1116处
102 . 29万平方米，长清区1083处73 . 63万平方米，
章丘区421处60 . 02万平方米，高新区394处42 . 60万
平方米，南部山区361处22 . 28万平方米，平阴县
227处44 . 73万平方米，济阳区3368处76 . 47万平方
米，商河县805处57 . 54万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本次拆违台账涉及的违建主要
集中在居民小区之内。其中，趵突泉小区、县前
街、金鸡岭片区等违建也在本批拆违台账中。根
据市依法整治违法违章建设领导小组要求，各区
县要科学制定拆除实施方案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预案，认真落实拆违安全责任制；及时清运渣
土，并结合实际，跟进研究拆后土地绿化美化利
用工作；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服务提供者及
工商、消防、规划等审批部门，根据自身职责，
切实做好相应服务保障工作；加强拆违工作人员
的安全教育，严格落实防尘降尘、各类安全保障
等措施，确保拆违安全顺利。

拆违第四期任务台账公布

再拆9616处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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