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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 红 韩伟杰
本报通讯员 张 华

加快实施“北跨”战略，拓展省会发展
空间，看黄河北，济南新材料产业园的车间已
拔地而起，鹊山龙湖的原生态湿地别具风情。

“黄河北要打造省会城市新兴产业的聚集区。”
天桥区区委书记毕筱奇接受专访时提出，新
材料产业园今年的固定投资和开工面积要比
2013年翻一番，鹊山龙湖要争取有项目开工。

天桥是“北跨”的桥头堡

记 者：去年8月，省委、省政府提出
“一圈一带”区域发展战略。济南提出加快
实施“北跨”战略，拓展发展空间。这对天
桥意味着什么？

毕筱奇：天桥是“北跨”的桥头堡。“一圈
一带”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对于济南的发展
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天桥特别是黄河北，
处于1+6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连接带和支撑点
上。为天桥的发展带来很大机遇，有利于我们
拓展发展空间，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政策
支持，有利于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和效益。但也
带来责任和压力，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记 者：济南“北跨”，天桥跨出了关键的
第一步。济北新城的规划和目标是什么样的？

毕筱奇：天桥区按照“产业北进、城市北
跨”的总体思路，抢抓“北跨”机遇，加快产业转
型步伐，推进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和鹊山龙湖
两大载体建设，努力构筑产城一体新格局。2013
年4月28日，审议通过了《济南市北跨与济北新
城发展战略研究方案》。明确了黄河以北地区

的发展定位为对接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走廊，黄
河中下游地区的城乡统筹示范区，济南产业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济北新城建设的承载地。

定位全国一流的特色园区

记 者：从化工产业园到新材料产业
园，这个更名是出于什么考虑？

毕筱奇：随着国家对环保、节能减排以及
产业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我们认识到，在城
市化进程中，再按照传统的方式推进化工项目
建设已经不合时宜。所以我们按照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思想，重新定位产业发展方
向，把投资的主要方向转为新材料产业。园区
更名实际上是我们建设理念、产业发展观念的
转变，是适应转方式、调结构要求的主动转变，
是为了推动园区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记 者：更名后的济南新材料产业园有
什么样的建设目标，目前的规模是怎么样？

毕筱奇：园区的发展目标是要打造成为
全省位次靠前、全国一流、特色鲜明的新材料
产业园区。去年，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新开工
项目16个，竣工面积70万平方米，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25亿元。鑫茂·齐鲁科技城一期、济南新材
料交易中心、新材料科技园等项目均实现当年
开工、当年竣工。发展局面很好，入园的项目档
次水平比较高，但现在看，新材料产业园区的
规模还不是很大，项目还不是很多，从规划、建
设到竣工、到投产达效、到收益有个周期，我们
会尽快缩短周期，边建设边投产边收益。

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记 者：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在建设方面
有什么亮点？

毕筱奇：发展新材料产业园，我们注重三
方面建设。第一，平台建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鑫茂·齐鲁科技城。它主要是帮助中小科技企
业迅速入驻，改变了过去中小企业征地难、占

地多、审批繁杂、缺乏资金、见效慢的问题，为
企业提供平台，帮助中小科技企业快速落地。

第二是实体项目。引进一些占地不多，科
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且无污染的项目。

第三，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进行科
研成果的转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将产学研结合
起来，将实验室里的一些重点科研成果转化成
为产品，使之产业化，投入到市场发挥作用。

记 者：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园区
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在哪？

毕筱奇：通过与全国重点院所合作，为
科研项目转化提供资金和平台，同时支持产
业项目在园区落地。园区与山东大学国家胶
体材料中心合作，目前该中心的24个实验室已
投入使用，成立了胶体材料产业创新联盟。

将科研项目转化成产品，建邦新材料是个
很好的例子。这个项目是生产太阳能正面导电
银浆，打破了国际垄断，创造出目前高于国际

水平的导电率。政府帮助项目组寻找到投资，
项目在园区落地。预计国内对太阳能正面导电
银浆一年的需求量是150吨，一年的产值就是12
亿元，而这个项目的占地面积只有20亩。

记 者：新材料产业园明年的发展重点
是什么？

毕筱奇：园区将高起点编制园区50平方公
里发展规划，以建设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园区
为目标，形成产业集群化、土地集约化、园
区城市化发展格局，力争今年开工面积和投
资总额比去年翻一番，实现开工面积130万平
方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亿元。

今年，全市园区建设现场会将在新材料
产业园区召开，园区要高水平建设“北跨”
发展展示中心，使之成为展示“北跨”发展
蓝图的重要窗口。同时加大项目建设力度，
尽快形成园区发展的有力支撑。2013年看工
地，2014年要看车间、看产品。

去年看工地，今年看车间、看产品

黄河北隆起新兴产业聚集带
——— 天桥区委书记毕筱奇谈“北跨”

天桥区委书记毕筱奇。

□记者 马桂路 通讯员 黄灿 报道
本报平阴讯 1月10日，济南首家金融行业协

会在平阴县挂牌成立。新成立的金融行业协会将建
立健全与政府的协商机制，自觉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协调各金融机构实现信息共享，逐步建立跨行
业诚信信息沟通机制，形成公平竞争、互利合作的
行业秩序。

去年11月底，平阴县成功入选山东省金融改革
创新发展试点县，成为济南市首批金改试点县之
一。与此同时，该县引进了齐鲁证券，建立了金融
运行月份监测分析制度和金融司法联席会议制度，
金改工作不断创新，出台了《平阴县金融机构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暂行办法》。全县金融存贷
款余额分别达到128 . 9亿元和66 . 8亿元，其中存款余
额比2013年年初增加19 . 2亿元，贷款余额增加9 . 2亿
元。截至2013年底，全县共有商业银行机构8家、
保险机构22家、证券公司1家、融资性担保机构2
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典当机构1家、股权投资公
司2家。

首家县域金融行业协会

在平阴成立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就餐环境，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2014年，市教育局将结合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校舍标准化建设工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就餐条件改善工程。

工程计划新建、改扩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
(餐厅)50处，其中历城区16处、长清区21处、平阴
县2处、济阳县5处、商河县2处、章丘市4处。规划
改造总面积3 . 6万平方米，计划投资4800万元。工
程实施的重点是为学校配建标准化学生食堂(餐
厅)，并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满足寄宿制学生的
就餐需求，逐步解决走读学生中午就餐问题。

今年新建改扩建

农村学校食堂50处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杨荣超 经萌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5日上午，“首善奖”历下

区第一届青少年书法大赛颁奖仪式及作品展在山东
博物馆举行。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历下区中小学生
的书法作品1100余幅。

作者中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6岁。经
过历下区书法界专家的评选和组委会认可，共评出
少儿组和少年组一、二、三等奖40名，优秀入展作品
110幅。此次展出的书法作品是大赛的获奖作品和优
秀入展作品，共计150幅。大赛的获奖及入展作品于
2014年1月15日-17日在山东博物馆展出3天。

历下举行首届

青少年书法大赛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李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8日7点，历下区大明湖街道

办事处的城管队员小杨像往常一样巡查在按察司街
上，发现街旁的一家超市店外经营后，他立即用手
机进行了现场取证，并上传执法图片。调度指挥中
心收到报告，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前去管理……原
来，自从该街道成立“数字化城管”指挥调度中心
后，当地40余名城管人员便依靠数字化技术在街头
巡逻，第一时间发回图文信息，指挥中心可根据信
息下派工单、及时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实现了对
辖区1 . 48公里内的32条街巷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

大明湖街道推行

“数字化城管”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发展跃上新平台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逐季向好，预计全年
实现生产总值5200亿元以上，增长9 . 6%左右。”

1月10日，济南市市长杨鲁豫在市十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
句话，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

“这意味着济南的综合实力跃上了一个新的发
展平台。”一位基层人大代表告诉记者。

“去年，济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600亿元，
增长21%，显示了较强的发展后劲。目前，省城
服务业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55%，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40 . 55%，
分别提高0 . 6和1个百分点。电子商务交易额突
破千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增长25%，标
志着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代表和
委员们一致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特别是一向被视为省会经济发展短板的
县域经济显示了较强的发展活力和上升势头。
历下区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位于全省第2位，
市中区达到72 . 5亿元，槐荫区、天桥区均超出30

亿元，章丘精细化工、济阳食品、平阴炭素、长
清压力容器等一批中小产业集群加快崛起。

在国内发展大局中谋定位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5000亿，更要看到先进
城市的1万亿、两万亿，切实增强发展的责任感、
紧迫感。特别是济南市作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的核心和高地，理应有较高的发展质量和效
益，理应有带动周边发展的能力和责任。”济南
市市长杨鲁豫在章丘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中
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像历下区、章丘市等，都应该把眼光投射
到济南之外、山东之外，把国内最具有竞争力
的县市区作为自己赶超的标杆。一句话，济南
市应在全省、全国发展发展的大坐标系中谋定

位。”一位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
“2014年，我们把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目标

设定为增长9%，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2%左
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10%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
以上。”杨鲁豫提醒大家，按照“2012年基本赶
上、2013年全面跟上、2014年全面超越全省平均
水平”的三年三步走战略。

“再靠高消耗、高投资和简单的规模扩张
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子走不通了。如何按照中央
要求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上率先取得突破，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历史性课
题。”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在历下代表
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更是向所有人员提出
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思考题。

以改革创新统领全局

“改革是发展的最大动力，体制机制创
新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这是济
南市所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共识。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杨鲁豫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去年基础上，今年
再取消行政审批30项、审批要件148项、行政
备案事项27项、行政事业收费33项，并实行动
态精简机制，推进审批服务“两集中、两到
位”和建设项目限时审批。放宽准入条件，取
消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最低资本限制，推行“认
缴登记”“先照后证”。在高新区和综合保税区
试点“负面清单”管理，并逐步在全市推开。

济南市提出，继续实施项目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加快220个市级重点项目建设，促成11类
136个实体经济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效。以10个
园区和22个片区为载体，打造城市块状经济新
高地。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
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国家级园区示范引
领作用，编制完成全市“产业地图”，力争10个省
级以上园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
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均增长20%左右。

济南跨入“5000亿俱乐部”之后
皂核心提示

经济总量跨入5000亿俱乐部后的济南，如何在全省、全国发展大坐标系中确
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如何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中充分发挥“核心”和“高地”
的作用？如何直面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何解决综合实力还
不够强、发展后劲还不够足、产业结构还不够优的问题？刚刚闭幕的济南市十五
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济南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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