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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珊珊

省内率先迈入地铁时代
青岛首条地铁2014年通车，将彻底打破交通瓶颈

本报记者 宋珊珊

2010年，
青岛地铁一期3号

线全面开工建设，
预计2012年底实现全线

贯通，2014年底将正式通
车，这是山东省内首条开建

地铁。青岛在省内率先进入轨
道交通时代，城区交通将大大提

速，从南到北的四大商圈也将被激
发出新一轮发展激情。

2010年青岛地铁一期3号线全线开工，青岛市民盼了
20多年的地铁梦也终于进入实施阶段。一期3号线共设22
个站点，从青岛火车站出发，一直连接到李沧区，最高运
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据估算，市民乘坐地铁全程仅需
37分钟。

在建设地铁一期工程(3号线)的同时，青岛市地铁2号
线的前期工作也展开，明年上半年土建工程开工建设，2016
年底全线正式通车运营。

根据《青岛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青岛
七区范围内规划的8条地铁线路总长度达231.5公里，
2010年起开工建设，2050年将全部建成。8条地铁线中，
青岛城区设有M1、M2、M3、M4和M5线，黄岛区设有
M6、M7线，红岛区域设有M8线。届时，整个青岛将由
这些地下“筋脉”连成一体，距离再也不是问题，青岛
这个城市特有的地理式的经济发展分界将被打破。

青岛南北差距大，一直是个待破解的难题。市南沿海一
代已颇有国际范儿，而四方、李沧区十几年来没有大的改
观。在城区形象和居住环境方面，明显的南北差距，也多遭
诟病。青岛轨道交通框架战略的实施将成为解决这一困局的
关键。

据测算，2014年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后，预计日客流量23.5
万人次，这些旅客将乘坐地铁分流到本市各处，尤其是对于
长期受交通瓶颈制约的李沧中部区域而言，地铁建设带来的
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而李沧火车北客站更是将建成地铁、火车、出租、公交
等多种交通工具换乘的枢纽。建成后，将集合相当规模的流
动客群。按照商家的说法，人流就是钱流，依托地铁M2、M3
号线的建设，李沧中部区域将成为双地铁时代的最大受益
者，拥挤的交通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对加速区域城市化进
程以及缩小南北差距都将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目前，青岛东部、台东、李村、中山路等商圈已经形成规模，
大型商业聚集、中小商家扎堆，多元业态并存，只是各个商圈还
都各自为政，集群效应没有显现。地铁的开建将为青岛商贸“集
群”发展的提供契机。

地铁一期始自青岛火车站，沿前海一线经汇泉广场、太平角
至市政府，再沿南京路向北经错埠岭，沿黑龙江路经李村
后转向西，终点至拟建的火车青岛北站。

建成后的地铁将辐射青岛中山路、香港中路、台
东、李村等各大商圈，除了繁荣原有的商业中心外，
也将串起各大商圈的中间地带。比如：江西路、宁夏路、敦化路、
辽阳西路及清江路的几个站点将连接南京路周边以及中央商务
区周边的商业业态，将原先分散的商业业态和网点综合成为新
的商贸集聚区。而位于四方与李沧之间的正在开工建设地铁一
期工程(3号线)试验段周边的河西、长沙路、杨家群、双山，随着地
铁的建成也将成为四方区重点打造的商贸集聚区。

3号线全线开工，2号线明年开建 交通瓶颈将被彻底打破 打破割地分居，商圈集群发展

青岛保障房建设大“提速”
3年6万间“广厦”解民愁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在保障房建设方
面，青岛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从全国最大
的公租房项目河马石
公租房入住，再到白
沙湾保障房项目开
建，青岛在保障房建
设方面不断进行着探
索和尝试，而越来越
多的中低收入家庭也
从中获益。

3年6万套保障房覆盖面达20%

今年3月，规划建设3600余套(间)公租
房的辛安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开工，成为
今年以来全国开工的最大公租房项目；7
月，规划建设3797套公租房、6253套限价
房的白沙湾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设项目开
工，成为今年以来全国开工的最大保障

房项目。
在国家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背景

下，青岛连续两次刷新单个保障房项目建
设规模纪录。与此同时，在上半年各地保障
房开工率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青岛计划今
年开工的23148套保障房于6月底实现全部
开工，开工时间比国家和省政府的要求分
别提前了5个月和3个月。

今年又是青岛市实施第二个住房保
障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按照新规划要求，
市区每年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限价商
品住房不少于20000套，与上个规划期每年
8000套相比，翻了一番还多。

青岛的目标是，通过扩大建设规模，力
争至“十二五”末，实现全市住房保障覆盖
面积由现在的15%提高至20%。

“配建制”解决保障房用地困局

土地是制约保障房建设的一个关键
因素，随着近年青岛市区开发速度的加
快、房价的快速攀升，市区土地不仅稀
缺而且价格不断攀高。保障房要保证其
低价，土地的供应也成为一个难题。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青岛创新了保
障房配建制度，规定凡是规划为住宅的
房地产项目，全部要配建一定数量的保
障房。“现在想在城区拿出大块土地集

中建设保障房难度很大，而把保障房往
外建又会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青岛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杜本好
分析，面对两难选择，青岛通过分散配
建方式，一方面提供了保障房的建设用
地，另一方面又满足了被保障家庭就近
居住等基本需求，降低了生活成本。

在配建比例上，青岛市明确规定，
新增建设用地规划为住宅的，按不低于
20%的比例配建；城区改造项目，扣除
拆迁安置用房后，按不低于5%的比例配

建；搬迁企业用地规划为住宅的，根据
不同情况，分别按照25%、30%、45%的
比例配建。

为了增加供应规模，目前，青岛的
配建制度正从经适房、限价房向廉租
房、公租房扩展。杜本好透露，今年下
半年，青岛将进行土地出让方式的新探
索：凡规划为住宅的建设用地应优先配
建公租房，其配建比例不低于20%，具
体面积通过“限地价，竞公共租赁住房
配建面积”确定。

“先租后售”调动社会投资热情

在刚刚开工的白沙湾保障房项目
上，青岛首推”先租后售“的公租房建

设新模式。白沙湾项目公租房部分
用地以拍卖方式出让，所配建的

公共租赁住房，由开发建设
单位投资建设并持有，采

用“先租后售”，即公共
租赁住房10年后可

以继续出租，也可
以出售，但须按

届时的限价
商品住房

价格出
售。

对于开发建设单位来说，投资经营10
年后，可通过出售实现投资回收，获得一定
的利润，有利于吸引开发企业投资，以增
加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供应规模。

比白沙湾项目早3个月开工的
辛安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是青岛
首次在工业用地上建设公租
房。在这一项目中，有两家本
地民营企业参与。工业用地
上建保障房对民营企业的
吸引显而易见——— 在辛安
项目建设区域，一亩工业用
地的价格大约二三十万元，
比住宅用地要便宜100多万
元。

这一变化背后的政策依
据是，2010年9月，《青岛市住房
保障发展规划(2011-2013年)》印
发，鼓励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

工业园区和用工单位，通过旧厂房
(库)改造或利用生活配套区、厂区

空闲土地，建设职工公寓、集体宿
舍，并纳入公共租赁住房配租

范围，原土地用途可以保持

不变。

“隧道通了以后，隔好几天才能
回市区一趟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随
着胶州湾隧道通车，家住市南区海逸
景园的孙先生说，终于结束了过去一
个周五天与家人隔海相望的日子。

6月30日，从2007年就开建的胶州
湾隧道终于建成通车，胶州湾隧道及
其接线工程全长9.47公里，其中隧道
长度(入洞口至出洞口，右线隧道)
7.808公里，跨海域部分4.095公里，工
程概算总投资70.62亿元。通过胶州湾
隧道，驾车七八分钟即可从青岛到达
黄岛。伴随着隧道开通的，还有隧道
公交的开通，只要花费2元钱，就可以
通行“青黄”。

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邱伟方表示，青岛市胶州湾隧道
的开通，为市内与开发区逐步形成岛
城大交通模式起到重要作用，两地公
共交通的衔接将成为乘客出行的便
利纽带。

很多黄岛市民已经享受到了隧
道带来的便捷，隧道开通首个月，
这条胶州湾隧道就成了“生命
通道”，一些急病患者，通过
这个24小时全天候交通
通道赶到市区医院就
诊。还有更多的人，
通过隧道，实现了
青岛市区逛街
游玩，下午即
可返回黄
岛家 中
的 便
捷。

作为连接青岛东西两
个城区的另一重要海上通
道，胶州湾大桥也将为蓝色
经济区的建设进一步“提
速”。大桥贯通后，青岛至黄
岛的“陆上”距离缩短30公
里，时间节省20多分钟。

而大桥连起的不止是
“青黄”。胶州湾大桥全长
36 .48公里，是国道主干线
青岛至兰州高速公路的起
点段，是山东省“五纵四横
一环”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

胶州湾大桥是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及青岛市“环
境保护、拥湾发展”战略中
的重要枢纽，其建成通
车还将进一步奠定
青岛在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的龙头地位，
为该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
的以海带陆、以陆促海、内
外联动的促进作用。

大桥通车使青岛市主城
区与各区市之间形成“一小
时经济圈”，山东半岛城市群
区域内各中心城市之间形成

“四小时经济圈”，为青岛城
市发展拓展了新空间，为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
新条件，为新一轮科学
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

“大桥和隧道的建成通
车，实现了岛城人民多年的
梦想，对于进一步完善国家
和我省交通路网布局，更加
发挥青岛的区位优势，增强
城市服务功能，都具有重要
意义。”省委常委、青岛市委
书记李群在大桥通车
致辞中说。

青岛逛街

黄岛住宿

隧
道

青黄走进1小时生活圈

拉近半岛城市群大桥胶州湾
隧道和大桥
的通车，真
正打破了交
通瓶颈，让
青岛东西海
岸首次密切
联 系 在 一
起。西海岸
各区市的居
民终于享受
到与青岛市
区1小时相
同的便捷，
以及由此带
来的生活新
变化。

桥隧贯东西 地铁通南北

大青岛开启宜居新时代

民生保障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李晓闻

近年，青岛市的医保
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
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保率都达到了90%以上，
而且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都实现了全
市统筹，七区五市的医保基金融汇到一
个大盘中，参保人的支付待遇也在不断提
高。此外，在社会化养老方面，青岛市也展开
了“医养结合”模式的最新探索。

医保全市统筹，实现即时结算

从2011年起，青岛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市统
筹，七区五市参保职工和参保居民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
遇，跨区市看病可直接结算，就医报销更加方便快捷。

市级统筹后，青岛市按照统一参保范围和项目、统一缴费标
准、统一待遇标准、统一基金管理、统一经办流程、统一信息管理的
原则，实现了即时就医、即时报销，满足了参保人员就近就医、就近办
理相关业务的需要。另外，为方便参保患者，青岛市还推出看病就医“一
卡通”，为七区五市参保人员制发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并对特殊疾病门诊治
疗患者实行统一的病种管理和报销管理。参保患者可在全市定点医疗机构范
围内自主选择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刷卡办理联网确认、直接结算。

率先推行医保门诊统筹看病报销40%

青岛已率先在大学生、重度残疾人、老年人、城镇非从业人员4类参保居民
中开展了门诊统筹，其中大学生报销比例为60%。参保居民在1200元的总费用范
围内，可报销40%，报销金额为480元，使用基本药物的还可再提高10个百分点。

此外，青岛市还率先将大学生纳入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报销范围，所有
在青的参保大学生普通门诊看病即可享受60%的报销，并且不设报销上限门槛。
也就是说，在青近20万在校大学生患感冒等小病打针吃药也可享受医保报销。

医养结合,社会化养老新探索

日前,青岛市人社局决定将医养结合专护病房设在二级或三级医院。
作为试点,市南区人民医院目前已将老年病科、老年护理中心改为医养专
护病房。下一步,市人社局还将另选几家医疗机构做调研,然后根据试点情
况,适当扩大专护病房数量、增加床位。

现阶段在我国,养老和医疗是分开的,老人不管是住在家里还是住在
养老院，最多只能享受到日常生活护理,一旦患病,很难及时获得相应的医
疗救助,容易延误治疗最佳时机。探索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不仅可以实现

部分医疗机构闲置资源的再利用,还使医院具备了养老院的
功能,履行起社会化养老的职能,同时降低了社会

化养老的成本。据了解，该政策酝酿之
初,就是以降低百姓医疗费用

负担,提高养老基金使
用效益作为大前

提的。

▲青岛
力推“医养结
合”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保障房是一项“民心
工程”。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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