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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之夜，华美醉人

盛夏时节，华灯初上，从宽厚里街区一路
向西，老城区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商场各处人头攒动，人们穿梭在大小店铺间，
畅快购物消费；吆喝声叫卖声响起，芙蓉街小
吃香气四溢，游客享受着舌尖上的泉城味道；
百花洲畔，柳丝长长，在小南湖夜市找找老济
南特色物件、赏赏传统工艺品，“文艺范儿”
与“烟火气”之间，大批市民流连忘返……

这就是时下泉城夜经济的绚烂一瞥。日
前，济南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从丰富夜间经
济消费业态、创新监督管理模式、美化亮化夜
间环境等10个方面推出了27项举措；7月15日，
市城管局进一步发布了《济南市城管系统服务
保障夜间经济十条措施》。目前，第一批夜市
地点已经计划开启，包括泉城路综合性商业
街、世贸宽厚里、芙蓉街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街、曲水亭民俗文化街、后宰门巷、百花洲主
题商业街区、泺源大街等54个街区……

“济南人口数量庞大，消费人群基数大，
对夜生活、夜市场有很高的需求。发展夜经
济，有利于满足市民的消费需要、提高市民生
活质量，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城市形
象，成为济南发展的新名片。”山东大学哲学
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说。

快餐店主侯全胜在佛山街经营“秦阿三”

快餐店已经6年，每天客流量约有100人次，不
过客人大多集中在中午来就餐。“鼓励规范夜
经济发展，带动作用会很大。人流量大了，进
店人数自然就多。”他说。

6月22日，济南首家24小时不打烊街区———
悦立方开街。这处商业街，位于洪楼夜市原
址，以5万平方米的开放式街区规模，汇集了
创意零售、特色餐吧、酒吧等多元业态。“我
们主打全天消费，白天的精致买手店、潮牌
店、创意零售等门店带来火热的潮流风格；深
夜的火爆夜宵、热辣火锅和老济南特色美食又
让街区充满酣畅，希望将这里打造成青年人的
趣玩街区和专属空间。”街区负责人表示。

“夜游”兴起，渐成名片

“夜游”业发展也引人期待。自去年“一
湖一环”景观照明工程启动以来，辛弃疾笔下
“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秀美城市夜景，就在大
明湖畔、护城河边变为了现实。也正是依托于
此，附近的民宿、特色音乐酒吧，都成了“网
红打卡地”。7月17日，环城公园护城河游船
夜间游览项目和大明湖游船夜间游览项目试运

行，大明湖公园、环城公园的亮灯时间也做了
延长。泛舟泉城饱览阑珊夜色，成为广大市
民、游客消夏休闲的新选择。

结合“一湖一环”、天下第一泉风景区，
天桥区制锦市街道还充分利用辖区内闲置的文
化空间探索夜间经济新模式，打造更具特色、
更有底蕴的泉水特色夜间旅游带。沿着少年路
漫步，一处标明“济南鲁丰纸业”的僻静小院
里，有一个集“吃、住、行、娱、购、游、教”于一体
的多功能文化产业园区，不仅有火锅、日料、烧
烤等各种美食，有多家休闲酒吧，还有健身机构
供广大市民休闲娱乐。游客若是逛完大明湖、
趵突泉、五龙潭还意犹未尽，可以在园区的酒
店住下来，体会一下“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

越来越丰富的“夜游”产品也陆续登场。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举办夜探动物城——— 首届露
营美食节，在规定开放时间内，游客可身临其
境，感受夜间动物世界不为人知的一面。济南
九如山景区的露营节，也为游客营造出一片在
山间听鸟鸣，观星空，尽享露营野趣的氛围。济
南方特东方神画开展消夏灯光节，6月29日至9
月1日夜场连开65天，丛林飞龙、极地快车惊险
刺激，浪漫灯海等众多精彩活动可供人们消夏。

“夜文化”，激发活力

盛夏日渐升温的夜经济如何保持活力？打
造丰富多彩的夜间文化生活，应是题中之义。

在大明湖明湖居，每周六晚7点半的“开
心甜沫”曲艺剧场，以独具山东地方特色的山
东琴书、山东快书、山东大鼓为基础，融合单
弦、相声、河南坠子等多种曲艺形式，重现济
南“曲山艺海”风采；在北洋大戏院戏曲阵地
作用，市京剧院、市吕剧院以传统节日和周末
为时间节点，繁荣省城戏曲舞台；“粉墨剧
院”杂技专场以济南市杂技团优秀保留杂技节
目和新创国际获奖杂技节目为演出内容，驻场
铁路文化宫，让观众一睹国际金奖杂技的创新
演绎和独特魅力……

围绕夜经济，山东省会大剧院也在着力打
造系列高水平文艺演出，引进国内外知名艺术
表演团体的戏曲、话剧、舞剧、儿童剧、音乐
会等多种舞台艺术表演形式，努力满足不同层
面、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欣赏需求。此外，该剧
院还将尝试利用剧院西侧景观广场定期开展
“乐在泉城”2019消夏盛典，期间、“天空之
城”宫崎骏动漫视听音乐会、戏曲名家京剧折
子戏等艺术殿堂里的精品，将与市民见面。

有专家指出，点亮济南的夜晚，在城市照
明、交通便利性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让市民
即便夜晚外出看演出、参与文化活动，在出行
等方面能更顺畅、方便。“当然，最需要配套
的还是观念，要让人们的夜文化消费需求能更
加强烈，或许还需要长期、大力的开发和培养。”

点燃泉城魅力，打造“不夜之城”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791 . 7亿元，同比
增长7%，增幅居全省第2位——— 今年上半年，
济南市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主要指标继续领跑全省，动能转换成效
明显，质量效益运行良好，城乡建设扎实推
进，营商环境继续改善，社会民生保障有力。
可以说，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总体实现了‘时间过
半、完成任务过半’。”在7月23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济南市新闻发言人刘勤说。

主要指标继续领跑全省

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济南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6 . 7%，居全省第2位。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7 . 7%，继续保持全省第1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 . 2%，居全省第6位。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2 . 5亿元，增长10 . 1%，
居全省第2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总量
分别达到1 . 9万亿元、1 . 8万亿元，分别增长
8 . 1%、11 . 3%，总量均居全省首位。

更可喜的是质量效益运行良好。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比重达80 . 1%，居全省第3
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6%，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税收增长10 . 6%，
成为新的税收增长点。企业效益整体改善。1-
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 . 9%，
成本利润率6 . 5%，较一季度提高1 . 3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57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47元，
分别增长7 . 5%和8 . 1%。

“重点项目的带动作用明显，今年上半
年，270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工261个，开工率
96 . 7%，较上年同期提高2 . 1个百分点；完成投
资1570亿元，年计划完成率52 . 3%，较上年同期
提高3 . 9个百分点。”济南市发改委副主任李
冠伟说。

上半年，项目建设不断提速。二季度重点
项目完成投878亿元，比一季度增长26 . 9%，创近
年来同期最好水平。济南大数据产业基地、费
斯托全球生产中心(二期)等185个项目完成年度

投资任务的50%以上。新建实体项目增多。187
个实体经济项目中有94个为新建项目，占全市
新建项目数量的77%，实际完成投资980 . 8亿元。

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明显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济南市优势
产业增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 . 9%，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增长15%，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研究
和试验发展均增长30%以上。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增长15 . 7%，电子信息产业增长
13 . 4%，冶金钢铁增长11 . 8%。

尤其是“四新”经济加快成长。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1636家，新增省级工程实验室48
家，研发生产出全球首套量子激光雷达产品和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量子领域核心芯片。9家
企业入围全省准独角兽企业，17个项目入选全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重大载体
建设加快推进，国际金融城已进驻世界500强
企业12家、中国500强企业21家。

“从行业来看，上半年全市41个大类行业
中，有22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53 . 7%，基本保持稳定。”济南市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唐军分析，从产业看，“十强”产业中
涉及规模以上工业的四大产业，实现增加值同
比增长7 . 9%，共拉动全市增加值增长2 . 1个百分

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化工产业实
现增加值分别增长16 . 9%、15 . 6%，分别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10 . 2、8 . 9个百分点。另外，全市高
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0 . 2%，高于全国1 . 2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到19 . 6%，拉动规上工业增长1 . 9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长动力强劲。据唐军介绍，全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 . 9%，高
于全省4 . 4个百分点。过亿元服务业龙头企业
支撑有力，营业收入达到615亿元，占全部规
上服务业的76 . 8%，同比增长14 . 5%，对全市规
上服务业营业收入贡献率达84 . 9%，拉动全市
规上服务业提高11个百分点。此外，新业态和
新的商业模式蓬勃发展，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2 3 . 3 %，新能源汽车增长
288 . 3%，终端消费升级明显。

发展接续动力不断增强

在济南市上半年发展情况通报中，一组
“不起眼”的数字却显得意味深长：5家独角
兽及准独角兽企业共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 4%，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6 . 7个百分点；18
家瞪羚企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51 . 3%，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44 . 6个百分点。

“尽管下半年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经
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从上半年的数据可以

看出，全市经济运行总体是稳定的，新动能茁
壮成长，发展接续动力也在不断增强。”唐军
说。

从企业支撑看，上半年，全市2018年度新
增入库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79 . 8%，
拉动全市增加值增长1 . 3个百分点，其中，浪
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等13家企业上半年累计实现产值过亿
元，拉动全市产值同比增长0 . 7个百分点，增
加值增长1个百分点。这些新增入库企业，以
及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的突出表现，都为下
半年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 三 大 需 求 看 ， 基 础 设施投 资 增 长
26 . 7%、服务业投资增长21 . 9%，有力带动全市
投资增长；实体经济投资增长7 . 6%、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长8%，相对稳定；在建项目计划总投
资增长10 . 4%，10亿元以上在建项目169个，后
续投资仍有较大潜力。进出口490 . 3亿元，同比
增长14%，增速延续上升趋势。

“从总体上看，预计下半年经济形势不会
出现大的波动，‘稳中求进’仍将是经济运行
的主要特征。”刘勤表示，济南市将进一步抢
抓当前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机遇期、黄
金期，在稳定增长、促进投资、扩大消费、发
展产业、加大创新、招商引资、优化环境、保
障民生、防范风险、扛起责任上持续发力，努
力推动省会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4791 . 7亿元！上半年济南市GDP同比增长7%，增幅居全省第二

动能转换成效明显 质量效益运行良好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

励和约束并重，切实从政治上真情关怀，事业
上关心激励，工作上宽容包容，生活上真情帮
扶，推进形成‘惑有人解、困有人帮、老有人
管’的工作机制，让党员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组
织温暖。”这是济南市委自7月20日起施行的
《关于做好党内激励关怀工作的实施办法（试
行）》的主要内容。

“此举坚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突出政治
关怀，突出重点对象，突出基层一线，以切实增
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不断激
发他们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为建

设‘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济南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解读。

政治上真情关怀。包括给党员学习培训提
供更多机会，为开展党性教育搭建平台，保持
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
道，保障党代表权利，真情实意与党员谈心谈
话，授予光荣在党政治荣誉，大力褒奖表彰先
模榜样等。重要会议邀请基层党员代表参加，
建立听取党员意见直通车，探索建立听取基层
意见建议“三会三制”（恳谈会、听证会、协
调会，公示制、责任制、承诺制）。各级党组
织设立党员接待日，公开接待时间，党员领导
干部自觉接受党员约谈。

事业上关心激励。包括树立正确用人导
向，强化实践锻炼，抓好教育培训，加强基
层力量，提高基层待遇，减轻基层负担等。
在提拔重用、职级晋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基层党员、干部。每年拿出不少于5个名
额从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中招聘事业单位人
员。建立街镇工作人员工资性收入正常增长
机制，全面落实基层工作补贴、年终一次性
奖金等津贴补贴政策。进一步厘清区县、街
镇两级职责权限，严禁假借“属地管理”名
义将责任转嫁基层。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
相“责任甩锅”。

工作上宽容包容。包括完善容错机制，精

准规范问责，大力澄清保护，正确对待被问责
同志等。强调对给予容错的干部考核考察要客
观评价，选拔任用要公正合理，为勇于改革、
敢于担当的同志主持公道、撑腰鼓劲。问责要
实事求是、合法合规，坚决防止“问责泛
化”；不得以问责代替管理。

生活上真情帮扶。包括精心组织安排疗休
养，细致周到搞好健康查体，鼓励支持参加文
体活动，注重做好心理疏导，做好基层单位生
活设施保障，敬重关爱老党员老干部，尽心竭
力帮扶困难党员关爱因公殉职、牺牲党员家庭
和因公伤残党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每年组
织党员干部、村居干部等进行健康查体。

济南出台党内激励关怀实施细则

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

夜生活什么样，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城市发展的活力。如今，多地相继出
台举措推动夜经济发展，无疑开辟了城市实力竞争的“新维度”。济南也在
拥抱夜经济，这里的夜晚，已初绽迷人魅力。不过，让“泉城之夜”成为城市新名
片，仍是个需多方持续发力的大课题。要在完备规划、细化措施、完善配套、
引导观念等方面精耕善作，“泉城范儿”的“不夜之城”才能迈出大步。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7月23日从济南市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启动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以来，加快企业搬迁改造，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腾笼换鸟后的东部老
工业区正升级为全市高端产业集聚区。济南东部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得到国家发改委充分肯定
并向全国推广济南典型经验。

据介绍，济南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采
取的是以企业搬迁为核心，“搬迁一批、就地改
造一批、关停腾退一批”的方式，合理安排搬迁
时序，并结合企业发展情况、片区开发进度及时
进行优化调整。

列入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范围的企业共有
90家。2019年计划完成8家，上半年已完成4家。
截至目前，累计已搬迁关停老工业区工业企业70
家。特别是2017年济钢安全关停在济南的650万
吨钢铁产能，2 . 7万名职工妥善安置，成为全国
首家钢铁生产线整体关停的千万吨级城市钢厂。

济钢安全关停后转型发展项目破题起势，快
赢项目实现盈利，创智谷孵化基地等转型项目签
约进驻企业已达72家，产值超过2亿元。2018年
济钢完成营业收入147亿元，利润2 . 2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59 . 5%和407 . 6%。

实施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对全市生态
环境改善效应明显，2018年济南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203天，较2014年增加107天。当前，污染企
业拆除设施督导等一系列工作有序推进，东部新
城正逐步实现蓝绿交织、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
新目标。

济南东部老工业区

升级高端产业集聚区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冠伟在

7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济南市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抓住区划调
整的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年初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规划、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高度融合的要求，
加快推进济南莱芜全域一体高质量融合发展。

从规划方面，围绕一体化发展需要，聚焦城
市发展、空间布局、产业发展、融合发展等重点
领域，编制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济莱空间一体
化规划、全市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全域一体融合发
展实施意见，目前均已形成初步成果。

在产业融合方面，编制形成全市大数据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产业发展规划，支持
凤城电子信息产业园、钢城区智能制造特色基地
等重点载体建设发展。整合莱芜区、钢城区、莱
芜高新区文化旅游资源，策划推出覆盖全市城乡
的自助游10大主题系列产品。

在基础设施融合方面，济莱快客日发送班次
达到32个，莱芜航空港至遥墙机场直达快车发车
密度达到每小时1班，新增钢城区至济南城际快
客，日发送班次6个。

在公共服务融合方面。市级预算安排财力性
转移支付资金10亿元，各项民生政策已开始全面
对比测算，济南标准高于原莱芜市标准的，将在
统一时间节点全面实现等高对接，并自今年1月
起补发。将部分民生实事覆盖范围扩展到莱芜
区、钢城区和莱芜高新区，确保同城同待遇。

济莱全域一体高质量

融合发展加快推进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7月23日从济南市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济南民生社会事
业加快发展，开工建设中小学、幼儿园90所，新
设立高水平民办学校3所。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5 4 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比重达到
76 . 9%。脱贫攻坚扎实推进，市、区县投入财政
扶贫资金4亿余元，开工扶贫项目47个，新建就
业扶贫车间71个。黄河滩区迁建安置楼宇全部开
工，其中近半数封顶。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连续15年提
高，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连续8年提
高，养老服务设施建成26处。全面推广“电子社
保卡”，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开工
棚改安置房31644套，开工老旧小区整治改造近5
万户，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71 . 3%和55%。

民生实事加快落实。20件民生实事中，公交
线网优化已经完成，农村环境治理、完善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争创出彩人家共建美丽乡村均完成
70%以上，菜篮子直通车进社区完成60%，其他
民生实事均按进度加快落实。

上半年开工建设

中小学幼儿园90所

今年上半年，

济南市主要经济指

标增幅均位居全省

前列，经济运行总

体稳健

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791 . 7亿元，同比增长7%，增

幅居全省第2位

济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6 . 7%，居全省第2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 . 7%，

继续保持全省第1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 . 2%，居全省第6位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2 . 5亿元，增长10 . 1%，居全

省第2位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总

量分别达到1 . 9万亿元、1 . 8万亿

元，分别增长8 . 1%、11 . 3%，总

量均居全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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