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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7日-11日，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起步区举办党工委理论中心组学习读书班暨
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全面系统学党史，深
学细学悟思想，进一步坚定为民办实事的政治立
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全力推动
起步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5月7日上午，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正式开
班，先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祥带头
讲党课，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
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根本任务、具体目标和
重点措施，心无旁骛投入学习，切实强化理论武
装，推动党史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能力，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汇聚磅
礴力量。

当天下午，省委党校中共党史部副主任时新
华以“学好用好中共党史，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为主题，从修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用科学的方
法把握党史、学好党史践行初心使命三个方面进
行讲解，深入浅出，解读透彻。

通过本次读书班活动，工作人员纷纷表示，
要以此次读书班为契机，深刻把握党的历史发展
主题主线，认真学习传承党的伟大奋斗精神，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牢牢把
握起步区建设发展的难得机遇，努力推动起步区
建设，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起步区建设起好步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起步区获批、《济南新
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
案》发布，济南黄河岸边这片
79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片
欢腾。然而，对于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来说，他
们感受最深的是肩上的责任。

“按照建设实施方案，起
步区要在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当
引领、作示范，打造集中展示
的示范窗口，这也是党和人民
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近
日召开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党工委扩大会议上，先行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
国祥表示，要统一思想、提高
站位，全力以赴做好起步区建
设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推动起
步区建设全面起势。

起步区将聚力规划提升，
进一步加强与省市规划专班和
编制团队对接，结合起步区建
设实施方案提出的新要求，完
善规划成果，加快编制进度，
全力保障4个综合性规划顺畅
推进，确保6月底前16个专项
规划全部形成成果。围绕大桥
组团城市设计，加快推进地区
总设计师试点，尽快确定编制
团队，高标准启动相关规划编
制；同步加快实施绿地国博城
会议中心、酒店中心等重点项
目的方案设计，确保年内完成
开工任务。

近期，起步区将开工建设
总部经济区、黄河体育中心、
省实验中学鹊华校区等一批重
磅项目；全面加快数字经济与
智慧物流等园区载体、安置房
等基础配套项目建设；黄河大
道要在10月份建成通车首开
段；山大二院北院区主楼要在
6月底前全面进场，年内完成
主楼桩基施工；智慧城市指挥
运营中心6月底前要达到试运
行条件，年内全面投入使用。
同时，加快推进园区运营、项
目投产，确保11月投用中通山
东结算中心，年内投产光大晶
朗新钠灯项目，中科新经济科
创园完成空天动力实验台、高能所加速器安装调
试，销售首台（套）20兆瓦燃气轮机。

起步区将抓紧策划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链接长三角与珠三角优质创新资源的专题招
商活动，加快落地一批符合起步区发展定位的具
有引领性的优质产业项目；根据起步区目标定位
要求和改革任务，围绕产业研究、城市运营、投
融资管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等当前紧缺急需
的专业方向，谋划引进一批一流专业人才，进一
步充实管委会工作力量。同时，建立专家咨询制
度，集合高端智库机构，全面梳理自由贸易试验
区、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政策，形成具体可行的配套
措施，推动各项政策尽快落地、早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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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市场监管办公室为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颁发
了首张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标志着特种设备使
用登记业务正式开展。

获得首张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是济南万兴
达化工有限公司的叉车设备。万兴达化工负责人
张依新说：“管委会给我们进行了电话指导，一
次性都说明白了，审核也是在网上，挺快的。”

下一步，市场监管办公室将继续秉承“只跑
一次”的服务宗旨，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确保辖区特种设备
运行持续安全稳定向好。

首张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证颁发

“四区叠加”全面开启黄河时代

济南起步区：再造一个新济南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起步区崔寨安置一区、五区项目迎来首
栋单体主体封顶，继崔寨安置二区项目实
现封顶后，崔寨片区3个已开工安置项目
均实现首栋封顶，计划6月底前完成50万
平方米整体封顶。

“我们村就要回迁到安置五区，听到
首栋单体主体封顶的消息，我们可高兴
了。”5月12日上午，崔寨街道兰家村村
民吕建胜说，他们经常去看安置房的施工
进度，都希望能快点住上新房子。

崔寨片区共规划五个安置项目。崔寨
安置一区、二区和五区项目分别布局于崔
寨街道办事处的北部及南部，将用于安置
项目周边村居，并设计了多种户型供居民
选择。“目前，安置一区、二区和五区还
有60万平方米正在进行地下结构施工，较
快楼座已达到正负零节点，争取在今年年
底前实现封顶，其他项目和剩余地块正按
计划加紧施工。”项目建设管理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项目均采用绿建二星级标准，
坚持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大力推行智能先
进、绿色环保的建造模式。各安置项目积
极组建BIM技术团队，累计开展BIM场地
布置、模型搭建、设计复核、工期模拟、
深化设计等一系列25项技术应用实施，项
目还采用外架钢板网代替传统密目网，为
施工提供安全保障，并有效降低粉尘污染
及二次化学污染，达到低碳、环保和绿色
的施工要求。

目前，起步区正大力改造提升基础设
施，系统布局水电气热及污水处理配套，
规划推进组团式市政综合体建设，今年完
工大桥燃气热源厂，开工大桥水厂等5处
市政场站，完成管线迁改30公里；推动省
市共建共享高品质教育、卫生、文化、体
育资源，山大二院北院区感染科病房楼主
体封顶；年内新建续建中小学、幼儿园12
所，打造领跑全省的高端优质、宜居宜业
公共服务设施集群。

绿建标准安置房建设加快推进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同意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的

函》。紧接着，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了起步区的重要意义、

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功能

布局、如何建设以及保障措

施等。济南的黄河时代，已

全面开启。省委常委、济南

市委书记孙立成说，未来的

起步区就是一个新济南，再

造一个济南，这里将是济南

的未来之城、希望之城。起

步区将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示范、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的新引擎、高水平开放合

作的新平台、绿色智慧宜居

的新城区。

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新时代、新济南，一座未来希望之城正在黄河岸边拔节生长。

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获批之际，《大众日报·济南起步区新闻》今天正式创刊，恰逢其时。起步区的批复是深入入

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强省会”战略的重大载体支撑，也也是济

南市全面开启“黄河时代”的重大机遇。作为继雄安新区起步区之后全国第二个起步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也是是新闻

富矿。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重要批示精神，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奏响“镶嵌在黄河流域最具现代化特征的璀璨明珠”强势崛起的时代乐章。

□ 本报记者 申红 王健

黄河战略是济南重大历史机遇

过去的一年中，关于济南最多的热搜词
就是“黄河”。济南本身就是黄河流域的重
要城市。在2019年9月18日召开的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指出要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
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济南作为山东半岛的核心城市，被赋予
了新的使命。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 以 下 简 称 《 规 划 纲
要》），则对黄河流域如何进行生态保护，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都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其中还在多处提到了济南。

黄河战略对济南来说，是重大的历史机
遇。因其把济南放到了全国发展的大局、生态
文明建设的全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布局中来定
位、要求。与以往在济南实施的战略相比，黄
河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这是继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后的第5大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

在《规划纲要》出台之前，济南就已经
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策划了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黄河安澜等十大行动，共64项任务。在
《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济南加快了规划编
制工作，并加大了项目支撑。今年济南将实
施300个市级重点项目，总投资1 . 6万亿元，其
中大多数都是与黄河战略的贯彻实施紧密相
关的。

先行区升级为起步区

日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
施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在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中，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以下简
称“起步区”）是继雄安新区起步区之后全国
第二个起步区，将建设成为引领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
点和动力引擎。

早在2018年1月3日，国务院就批复了《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作
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之一，济南被寄予
厚望：高水平规划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以下简称“先行区”），集聚集约创新要素
资源，发展高端新兴产业，打造开放合作新平
台，建设现代绿色智慧之城，打造全国重要的
区域性经济中心、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起步区与先行区到底有什么不同？第一，
大的政策背景不同，起步区是在贯彻落实黄河
战略时重新进行的制度设计。第二，起步区是
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构
建新的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一个新
的要求。第三，起步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动能
转换的问题，还要求优先考虑生态保护，将黄
河的长治久安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还要打造对
外开放的新平台，建设宜居、智慧、绿色的新
城区。因此，起步区和先行区的内涵和外延都
有所不同。

凝心聚力打造黄河战略示范区

起步区的使命担当是什么？起步区是“四
区叠加”，复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
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区的经验和政策。根据国务院批复文件要求，
起步区将着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创新城
市发展方式，着力保护生态环境，着力深化开
放合作，着力完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绿色可
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济南来说，推动起步区建设，是更好发
挥济南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示范带动作用、深化
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关键举措，是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使
命，是推动“强省会”战略深入实施、更好发
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的战略支点，是济
南市全面开启黄河时代、推动省会强势崛起的
核心支撑。

推动起步区建设，要着力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列好动能转换清单，确保旧动能落后产能
淘汰清零，推动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发展，为加
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提供有力支撑；要
着力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杜绝“画大饼”“盲
目建设”“建水泥森林”，对标雄安新区、浦
东新区，做精做细做优，高标准建设独具特色
的绿色智慧宜居新城区，不断提升区域聚合
力、承载力和综合竞争力；要着力保护生态环
境，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高水平打造绿色城市示范区，努力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走在前列、作出
示范；要着力深化开放合作，找准在国内大循
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引
进对接全球、全国资源要素，强化交流合作，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着力完善体制机制，
勇于改革探索创新，科学构建组织架构，优化
内部管理机制，高效有序推动起步区规划建设
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如今，起步区已确立了“1+4+16+N”的规
划体系。未来，起步区将被打造成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王健 李萍 报道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正大力推

进安置区建设。大桥安置西区前（下
图）后（上图）对比。据悉，安置区还
将系统谋划布局15分钟便捷社区生活
圈，高品质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综
合服务设施，着力打造集“健康住宅、
健康环境、健康生活”为一体的绿色安
置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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