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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5日，记者从济南高新区获

悉，该区率先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置“找茬窗
口”，启动政务服务“找茬”工作。

结合政务服务工作实际，高新区在政务服务
中心一楼总服务台设置“找茬”总窗口，主要针
对政务服务、行政审批等营商环境问题，接受办
事群众和企业的“找茬”投诉，提供咨询、业务
引导、跟踪反馈等服务；在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6个专业分大厅设置“找茬”分窗口，提供审批
事项办理咨询、政务服务帮办代办、业务投诉协
调处理等服务。同时，高新区开通线上“找茬”
通道，在山东政务服务网济南高新区站点(http://
jngxzwfw.sd.gov.cn/)开通“监督评议”功能；在
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专人值守的“找茬”投诉电话
(0531-88871660)。高新区还建立“啄木鸟”群，
长期跟踪监督，随时进行群内“找茬”投诉。

据悉，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置“找茬”窗
口，意在通过让办事群众和企业找问题、提建
议、谋策略，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让办事找部
门找“门路”变为找窗口。同时，聚焦整改，及
时完善政务服务制度，倒逼行政审批业务提速提
效，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设立“找茬窗口”，高
新区将把回应群众需求作为审批服务创新的主
线，营造“审批有速度，服务有温度”的政务服
务环境，让群众享受“一次办成”红利，收获政
务改革带来的最大获得感。

济南高新区设立

全市首个“找茬窗口”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钰

如今，济南市已经形成了建设新型智慧城
市的思路和框架——— 智慧泉城运行管理中心就
是城市“大脑”，各种网络则是城市的一个个
神经系统，布局在社会上的各个部门的感知元
件就是我们的智能感官。“具体说来，就是通
过4G/5G网络、数据专线，将各类城市数据汇
集起来，当在城市管理中出现或反映出不同的
问题时，就通过‘城市大脑’统筹、分析、研
判和协调，实时地推送给不同的管理部门，从
而实现高效率地解决问题。”智慧泉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昂介绍。

“如何打通‘神经系统’是最困难的，比
如现在各部门之间的大数据，需要真正做到开
放共享，让市民受益。再比如说，现在的政务
服务系统基本上做到了‘一次办好’，但怎样
实现群众的‘零跑腿’‘不见面办理’，甚至是

‘全程网上办理’，这些都是‘神经系统’的工作，
市民都期盼尽快实现。”千佛山街道历山名郡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滕飞表示。

“这个神经系统不单单是网络和接口等硬
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设计梳理的软件问
题。”市政协委员、市城管局数字化城市服务
中心主任阴洁伟在参观杭州市民之家后有深切
体会，“在当地，房产证办证一小时能够拿证
走人，同时还有24小时的政务服务柜员机，这
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到，需要再加把劲儿。”

“都说济南是‘山泉湖河’之城，神经系
统可以说是‘河’，这条河上流动的就是城市
运行的数据。首先要保障河道畅通。破除数据
烟囱和信息孤岛，精简规范各种数据的获取程

序，优化再造政务服务流程，这些都是为了疏
通堵点。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水清水绿，也
就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这就要找准根源，布
局智能感官，从源头收集数据。都说济南的河
水都是泉水，而每一个泉就好比是一个智能感
官，只有泉水常年喷涌、处处喷涌，大数据之
泉才能汇聚成河，为我们所用。”省政协委
员、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宇翔
认为。

那么，要如何用“城市大脑”去主动调
节、合理调节城市这个有机体内的各种问题，
真正做到惠民利民呢？市政协委员针对“群众
最希望智慧城市建设能解决哪些问题”作了一
个调研，数据显示，排在首位的是“政务服
务”，占比83%，其后是“交通出行”，占
81%，再次是“社区”“医疗”“教育”“金
融”等。“从数据来看，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
和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希望办事能

更方便，去办事的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张宇
翔说。

对此，有关部门、智慧泉城运行管理中心
等单位已经拿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具体到智
慧城市建设上，叫做‘6+N’智慧应用专题建
设，这里面就包括群众办事一站通、市民出行
一路通等等。这里面的N是一个变量，下一步
根据市民需要，可以随时添加。”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刘毅说。

“感知是智慧城市建设体系的首要环节，
它能够为智慧城市高效运行提供重要的信息，
像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能够主动地分析
收集民意，市民百姓的所思所盼所想、市民百
姓的烦心事都能在这一系统上一目了然。今
后，就是应该通过这一类的创新，多开发更实
用、更贴近百姓生活的新系统，真正打造智慧
城管和智慧泉城。”阴洁伟建议。

市中心医院医学信息部副部长、省健康管

理协会医院信息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克新则建
议，目前，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老百姓感知度
比较小的问题。各部门、各区县做了许多工
作，但缺乏统一，缺少一个与群众面对面的机
制。他认为，下一步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创
新，在全市打造好统一的标识、入口，让大家
走到哪里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智慧城市建设成
果的一部分，让大家都能看得懂、会使用。

“我希望能先从社区抓起。据我了解，目
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社区样
板，济南市也正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完全可以
先行先试，像水电气暖、小区道路出行、车辆
的智能化管理，以及群众的需求发布、在线的
协商议事等，这些都可以纳入智能化的管理和
服务中。这也是让济南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
能持续领先领跑的关键。”滕飞表示。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还需要“靠山”。张
克新认为，这意味着，要“靠一部强力推动数
据开放共享的地方性法规，靠一套科学严谨的
工作机制，靠一系列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同
时，还要社会化运营项目。从市场的角度来
看，智慧城市的运营就是使用者付费，要让大
家愿意为这个成果买单，最终实现共建共
享。”

对此，刘毅表示，下一步，市工信局将会
同各相关部门单位做好“深化、拓展、提升”
三篇文章。“‘深化’就是要不断完善顶层设
计和政策评价体系。‘拓展’，就是要不断拓
展智慧城市覆盖的领域和服务社会民生的广
度。‘提升’，还是要不断提升城市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慧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以“泉”思维打造新型智慧城市
全方位精准布局智能感官，将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泉是济南魂”。今年3月26日，国家文
物局发函同意将“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使济南市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决心更大了，底气更足
了。

为了做好泉水申遗和保护工作，济南市相
关部门从硬件设施到软件建设，从泉水补给区
到泉水出漏区，从荒郊野外的重点渗漏带到游
人如织的核心景区，在规划设计、工程建设、
文化建设、宣传教育、考古、立法等方面做了
一系列工作。

确定89个遗产要素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启动后，济
南市先后编制完成了《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
遗价值研究》《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保护管理
规划》和《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
图集》等。通过泉水申遗价值研究，济南市
确定古城冷泉利用系统的价值链体系包括泉
水泉池、人工河道、人工湖泊、人工渠系、
水闸、公共空间、街巷、宅院、园林、寺庙
10大类遗产要素类型，共计89个遗产要素。

通过泉水申遗保护管理规划研究，济南共
确定核心遗产区163 . 68公顷，缓冲区840公顷，
环境协调区1588平方公里。结合管理主体情
况，又将核心遗产区划分为园区景区、城市河
道、街区3大类，及大明湖保护区、趵突泉保
护区、五龙潭保护区、护城河保护区、东泺河
保护区、西泺河保护区、小清河保护区、芙蓉
街—百花洲—珍珠泉保护区、将军庙保护区等
9个保护区划。

保持泉水旺盛生命力

为保持泉水旺盛的生命力，济南市采取
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法，尊重自
然规律，通过种植植被调整林相、构建生态
湿地、拦蓄促渗、调水补源、修补破损山体
等措施，保护原有生态系统，发挥渗漏带的
补水功能与生态效应，减少流域降雨径流
量、加强外调水源的补充量、增加强渗漏带
的入渗量，确保水生态系统与水环境质量得
到进一步提升，泉域岩溶地下水生态系统良
好。

开展泉水宅院保护

针对文物考古与保护，目前，“济南西
城墙遗址”修缮已经完成并向社会免费开
放，成为济南一处新的“网红打卡地”。同
时，大力推进钟楼寺台基修缮工作，预计今
年三季度工程竣工。此外，还计划完成府学
文庙古建筑的外檐油漆、彩绘更新和部分古
建筑的瓦面和木构件更换等工作，提升府学
文庙整体形象。

济南市还开展了泉水宅院保护工作。将军
庙街天主教堂修缮保护工程主体施工已经完
成；启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冕状元府整体修
缮方案编制工作，目前，修缮方案初稿已经编
制完成。组织开展遗产核心区内文物单位提质
升级工作。

加快恢复亲水环境

为给泉城老百姓提供更多休闲、小憩的去
处，明府城片区作为泉水核心景观区之一，实
施完成百花洲北口景观提升、珍珠泉清淤、百

花洲西岸保护性修缮等工程项目。2018年，先
后完成了灵官庙保护性修缮、贡院墙根街状元
墙的修复及龙神庙的内部清理工作。在进行西
城墙遗址考古的基础上，目前已完成了保护性
修缮工作，而且在考古过程中还发现旗楼遗址
一处，为泉·城申遗注入新的申遗元素。

同时，对芙蓉街不协调建（构）筑物进行
统一设计、拆除和整治，剪除“空中蜘蛛
网”，同时进行了老青石板地面铺装。涌泉胡
同依据老照片，基本完成恢复北侧老旧砖石墙
面以及老青石地面铺装。

按照泉·城申遗挖掘和延续老城居民老传
统和老习俗、讲好老济南故事的要求，济南市
积极开展老济南口述史，老济南故事、老物
件、老照片、老书籍征集活动，为泉·城申遗
和明府城项目推进提供更多资料支撑。

积极推动遗产保护立法

遗产保护立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
国家文物局规定的必备要件。据了解，济南市
政府已将《济南市泉·城文化景观管理办法》

列为2018年政府规章立法调研项目计划。目前
正委托专业团队协助开展立法调研、起草遗产
保护立法的研究报告、提交法律条文初稿等工
作。

“结合国家文物局提出的意见，济南市
正积极开展遗产价值研究，完善申遗文本，
组建专家智库。进一步从水资源利用传统的
延续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等角度，深入挖掘
并阐述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进一步研究明
确申报的主题。”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副局长
陈学峰介绍。

陈学峰表示，济南市将继续深化推进遗产
要素综合保护工作，至2021年基本完成主要遗
产要素点的修缮工作。同时，积极开展遗产核
心区基础建设及环境整治。计划今年确定泉水
博物馆选址和完成遗产展示系统设计，力争
2021年泉水博物馆建成开放、遗产展示系统建
设完成。同时，结合城市总规和历史文化名城
规划，按照遗产保护管理规划部署要求，2019
年-2021年启动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基础设施
建设及环境综合整治。此外，济南市今年还将
举办第四届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暨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保护国际研讨会。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济南底气何来？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8日是2019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暨泉水书房揭牌仪
式在百花洲举行，济南市“申遗”工作迈出
重要一步。

据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局长、市泉水保护
办公室主任姜涛介绍，今年3月26日，国家
文物局下发了《关于将“济南泉·城文化景
观”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
函》，要求济南市加强“济南泉·城文化景
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充实完善
申遗文本，加强遗产保护管理基础工作。在
做好日常保养维护的基础上，要开展必要的
保护修缮工程，提升阐释和展示水平，严格
控制周边建设活动，切实维护好遗产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同时，还要保证泉水系统数据
和管理的科学性。

国家文物局在文函中提出，济南市应进
一步斟酌“泉·城文化景观”与“古城冷泉
利用系统”的关系，明确申报主题。同时结
合泉水成因和泉水导蓄系统原理，从独特的
水资源利用传统的延续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等角度，进一步挖掘并深入阐述“济南泉·
城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

国家文物局还要求济南市重点关注城市
建设与开发、环境变化、自然灾害、旅游压
力，以及泉水自然补水能力逐渐降低等威胁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各类问题，并采
取有效应对措施，实现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
发展。国家文物局同时强调，环境整治工程
应避免过度园林化、景观化倾向。

泉水是济南走向世界的一张闪亮名片。
2005年2月，济南市启动泉水“申遗”工作。
2009年9月，“济南名泉”项目被住建部列入《中
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2012
年，根据申遗形势发展和国家相关部委、专
家建议，济南市确定泉水申遗方向由“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转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类
型。2017年9月，“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
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工作正式启动。

当天同时揭牌的“泉水书房”位于明府
城片区、百花洲畔，是济南市一个以泉水文
化引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泉水
书房开设泉水讲堂，首期嘉宾邀请了现任山
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方辉先生，主讲了《文化遗
产保护的困境与机遇》。

泉·城文化景观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6月8日，大明湖小学学生在泉水书房体

验雕版印刷。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苏道远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19日至5月31日，济南市第

3期优秀年轻干部递进培训班创新驱动专业赴中
山大学开展异地教学。

活动期间，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
教授围绕创新驱动主题，就经济社会发展、政府
管理、科技创新、法治廉政等方面进行授课。学
习期间，中山大学对各小组创新驱动研究课题进
行分组专题辅导，针对每个小组的课题特点，指
派资深教授多次现场教学，对论文结构、研究方
向和存在问题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并组织专家教
授对各组课题进行阶段性答辩点评。学员们以饱
满的学习求知热情，积极参加学习讨论，潜心思
考研究，达到了启迪思维、增长见识、增强本
领、学习借鉴的预期教学目的。

优秀年轻干部

赴中山大学学习

新时代、新常态，“智慧”和“创新”的浪潮势不可当。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也需要为城市注入智慧，奋力创新。济南市业已出台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相关工作今年再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建设
一座智慧泉城，让社会各界满怀期待。日前，市政协组织开展第十三专题
“商量”，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市民代表，围绕“智慧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调研和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推进泉城向新型智
慧化迈进，还要运用“泉”思维、发扬“泉”精神——— 即全方位精准布局智
能感官，让智慧泉城的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做到“家家泉水、户户垂
杨”，把“泉水”汇聚成河，最终实现优政、惠民、兴业，让群众更多地感
知到智慧城市释放的红利。

□记 者 晁明春
通讯员 孟凡庚 马欣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飞机、
新能源汽车、石墨烯电池、高性能电线电缆精彩
亮相，人才专场招聘、银企对接合作……6月6日
上午，为期4天的济南市首个以工业为主题的展
销会——— 章丘区工业优质产品展销会在济南市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开幕。

章丘此次展会以“智慧会展·经贸合作·共赢
未来”为主题，以“展示成果、推动交流、促进
交易”为宗旨，聚集了伊莱特重工、华凌电缆、
山东章鼓、圣泉集团等一批本土企业和中国重
汽、中集车辆、哈工大机器人、深蓝科技、可口
可乐、娃哈哈等一批引办企业，囊括了工业机器
人、无人驾驶飞机、新能源汽车、石墨烯电池等
一批高科技产品，百脉泉酒、章丘鲍芹、源虎黑
猪肉等农业绿色深加工产品，龙山黑陶、蒲艺编
织、葫芦雕刻等一批章丘特色旅游产品。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销会有160多家企业参
展，展会面积5000多平方米，设立高端制造、建
工建材、食品饮料和非遗3个室内展厅，以及1个
汽车制造场外展示区。“这是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新旧动能转换成果的集中检阅，这是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的鼓舞动
员。”参加展销会的企业家表示。

展销会上，齐鲁村镇银行、同晟担保与宇冠
机械签订银企担资金供需合作协议，缓解企业融
资难题；新华明环保与天齐置业签订产销对接合
作协议，畅通产品销售渠道；山东章鼓与中科院
井德忠先生签订人才招聘协议，强化企业人才支
撑；哈工大机器人与圣泉集团签订智能制造项目
合作协议，提升企业生产工艺……章丘充分发挥
展销会集聚人才、促进合作的有利时机，开设企
业人才专场招聘会、银企洽谈会和企业产销对接
会，推动了银企、校企、校地合作，实现多方共
赢。

章丘区举办

工业优质产品展销会

在济南明府城
片区，百花洲畔，
泉、河、湖、城一
体，别具韵味。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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