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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现有景区，从单纯泉水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白加黑”留下外地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刘飞跃

在今年的济南政府工作
报告中，旅游目的地城市是亮
点之一。如何让游客来得了、
留得住，真正把济南市从旅游
中转站打造成旅游目的地？

开发夜间产品
提升改造现有景区

5月11日，济南市政协委
员、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郅良在接受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表
示，打造旅游目的地，首先就
是产品的打造。

“首先是对现有景区的改
造提升，如天下第一泉、千佛
山，包括南山的景区、灵岩寺
等，这些传统的资源很好，但
是吸引人的业态相对专一，接
下来我们也将对此进行下一
步的打造，主要就是‘白加

黑’。”郅良表示，天下第一泉
景区要把夜间的产品活跃起
来，要“晚上有船”，经营的项
目多业态，像南京的秦淮河一
样，让济南的夜真正热闹起
来。

据了解，济南最近几年重
点提升明府城、大明湖、护城
河等区域景观亮化，打造“泉
城夜宴”，令大明湖、环城公园
等重点区域展现出独特历史
韵味和文化特色。

美轮美奂的灯光秀提升
了泉城旅游的品质，延长了外
地游客的逗留时间，赢得了游
客和市民的称赞。以前的泉水
旅游主要集中在白天，泉城夜
宴让游客晚上也能看到泉水。
同时，“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周
边的宽厚里、百花洲、芙蓉街、
泉城广场等人气旺盛，进一步
助力济南独具特色的“不夜
城”建设，也有效促进济南从
单纯的泉水观光游向休闲度
假游、全域旅游转变。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
假”，很多旅游景区、特色街
区、夜市等延长营业时间，开
启夜游模式，夜间旅游市场出
现回暖。

城市抱团发展
共享文旅资源

“推动与泰安、曲阜共享
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世界级

‘山水圣人’中华文化枢轴。”
“加强与周边城市合作，整体
策划包装名泉、泰山、齐都、运
河等优质资源。”这些是今年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
文旅产业发展的阐述。

“一山一水一圣人”中华
文化轴，济南既是“起点”，又
是门户、枢纽，作为省会城市，
济南市在打造中华文化轴上
发挥好核心枢纽城市作用。”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人
士称，济南市要发挥龙头作
用，引领“一山一水一圣人”中

华文化轴发展，这也是济南文
化旅游发展重要抓手。

该人士称，打造世界级
“山水圣人”中华文化枢轴，需
要济南、泰安、曲阜等城市抱
团发展，通过顶层设计、策划
全国论坛等宣传推介活动等，
把各地特色文化旅游资源进
行整体策划、包装起来，推出

“山水圣人”精品旅游项目。
“济南正从过境城市向旅

游目的地城市转变,必须增加
旅游产品的规模,强化核心吸
引力,增强城市休闲文化的展
示。”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
书记陈国忠表示。

陈国忠认为,济南市区缺
乏一些现代业态的文化和旅
游高度融合的演艺项目,以及
多业态融合的休闲街区,吸客
能力和留客能力,尤其支持夜
经济的核心带动能力还有待
提高,必须加大自身培养和外
部引进,双路并行的休闲业态
和模式。

高标准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泉水人家”可授权使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为回应广大市民对绿
色优质农产品、美好田园生活
的向往和需求，大力发展都市
农业、精致农业，今年4月29
日，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就已经
发布了济南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泉水人家”，目前已有10
家企业成为首批“泉水人家”

授权使用商。
“泉水人家”有一整套品

牌的使用标志，获得“泉水人
家”的授权后，企业就能在产
品外包装上打上“泉水人家”
的LOGO。截至目前，已有济南
维康庄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10家企业成为首批“泉
水人家”的授权使用商。

“有了这个品牌，以后就
不用再单打独斗了。”济南维
康庄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邵利认为，济南推
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不
但解决了一家一户单兵作战
的力量分散问题，还会对济
南农业知名度有非常大的提
升，因为它能把区域内的资
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多个
组织参与竞争的一致合力，
这样以后大家提起“泉水人
家”，就知道是山东济南的农
产品了。

“‘泉水人家’品牌的推

出，必将树立起全市农产品的
整体品牌形象，给广大消费者
带来更多济南绿色生态农产
品，引领创新济南市农产品
走出去的新途径。”济南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曹军表示，济
南将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为引领，线上线下联动，加快
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
品品牌创建水平，不断拓展济
南市农业品牌化发展的格局
和内涵。

【报告摘录】

【报告解读】

“加快融创文旅城、明水古城等项目建设，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促进旅游产业特色化、
精品化发展。”

作为泉边的新旅游打卡地，宽厚里以泉水特色吸引了不少旅游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飞跃 程凌润

作为住房租赁发展试点城市，济
南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济南市人大
代表、济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陈勇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采访。

重点培育两家
国有住房租赁企业

陈勇介绍说，2019年，济南市入选
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发展试点城市，
三年新增租赁住房360万平方米。通过盘
活闲置存量住房、改建非居住存量房
屋、新建租赁住房等方式，筹集房源，每
年新增租赁住房120万平方米。

重点培育两家国有住房租赁企业
和8家以上专业化、规模化民营住房租
赁企业，提供高品质租房服务。目前已
确定两家国有住房租赁企业，济南享
寓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万科泊
寓）、济南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龙
湖冠寓）等8家民营住房租赁企业作为
重点培育对象。

在落实试点项目及房源方面，济
南目前已经筹集试点项目11个，新增
租赁住房45 .61万平方米、6366套（间）。预
留了700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轨道
交通沿线选出了3宗具备出让条件的土
地，尽快开工建设。济南还搭建了“住房
租赁综合服务平台”，为住房租赁企业、
出租人、承租人提供网上“一站式”服
务。平台已于今年2月上线试运行，截
至4月底已录入房源102121套。

陈勇表示：“下一步，济南将进一
步完善住房租赁政策体系，挖掘房源
供应潜力，优化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
台，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企业，探索建
立供应主体多元、经营服务规范、租赁
关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系，努力
实现人人有房住、房房有人住。”

记者了解到，到2021年，济南市将
基本形成供应主体多元、经营服务规
范、租赁关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
系，实现居民“住有所居”目标。

推广高品质建筑
实现“人住好房”

受疫情影响，济南市一季度房地
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通过出台若干
政策措施，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
前交易量已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房
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济南住建局
制定了下一步的调控措施。

济南将继续执行新冠疫情期间支
持措施，落实降低预售进度、提前返还
预售监管金等支持措施，加大对开发
企业的扶持力度。大力推广高品质建
筑，疫情期间“宅家”使部分购房者心
理发生变化，对科技含量高、功能全的
高品质住宅需求增加。

结合济南市高品质住宅相对匮乏
现状，拟出台推进高品质建筑发展的
实施意见，加大对绿色建筑、健康建
筑、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高品
质住宅项目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实现人住好房。”济南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勇表示。

记者从济南住建局了解到，济南
将加快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保障体
系，继续推进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
通过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落实试
点项目及房源、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住
房租赁企业、建立市住房租赁综合服
务平台等措施，继续完善租赁住房发
展的体制机制，逐步构建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体
系，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济南筹集11个项目
新增租赁房6366套

【报告摘录】

【报告解读】

高标准打造“泉水人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施农业特色产业振兴工程，新建一批精品
园、示范区，打造50万亩产业核心基地，建设提升14家田园综合体。

【报告摘录】

【报告解读】

营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
完善质量管控体系，提高住房建设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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