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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加装电梯再增200部
今年力度不减，去年已开工273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刘飞跃 戚云雷

“今年济南老楼加装电梯
计划增设200部。”11日，济南市
人大代表、济南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勇表
示，2021年，济南市老楼加装电
梯力度不减，计划增设电梯200
部。

自2016年年底以来，济南
市加装电梯市场发展非常火
热。据统计，济南市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工作截至2019年底，实
际开工建设636个单元，其中竣
工验收合格455部，发放财政补
助资金8756 . 75万元。尽管2020
年受疫情影响，但济南市仍开

工 2 7 3 部，完成年度任务的
136 . 5%。

在四年多的工作推进过程
中，济南市住建局积累了大量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简
化申报程序，创新提出了增设
电梯无须重新办理占用土地的
相关手续。加强资金支持，对群
众增设电梯给予适当补贴，并
允许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
行增设电梯，建立居民议事平
台，全力破解增设电梯业主思
想难统一的问题。

今年济南增设200部加装
电梯，更向市民、市场释放出强
烈信号——— 济南依旧将大力支
持加装电梯事业，居民可以放
心去安装；从业者们更可以放

心干，济南老楼加装电梯的市
场潜力依旧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颁
布的《济南市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办法》也已于2021年1月1日
正式实施。较之以往，新办法最
大的变化是增设电梯业主表决
规则，而不再像以前需要全体
业主同意。

其中规定“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的，应当由该单元房屋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
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占比四分
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
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书
面签署同意意见”。

“参照其他省市的先进做
法，以及济南老楼加装电梯的
相 关 经 验 ，取 消 了‘ 一 票 否
决’。”陈勇表示，这是多方面综
合考虑的结果。尽管“一票否
决”被取消，但陈勇认为，这并
不意味低层业主的权利被忽
视，“这更需要充分发挥好民主
协商和属地街办、社区调解功
能作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新办法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老楼加装电梯事业的发展。”
老楼加装电梯从业者汤修贵颇
为赞成取消“一票否决”，“如果
按照旧办法，许多加装电梯项
目就泡汤了。而现在可以一边
走手续，一边征求业主同意，便
于加装电梯工作的开展。”

行政审批服务“再升级”

高频事项年底前基本实现“跨省通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于悦

“济南将充分发挥黄河流域
城市联盟等平台作用，积极推进
高频事项年底前基本实现‘跨省
通办’。”1月12日，济南市政协常
委、济南九三学社主委、济南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刘霞表示。

强力推进“一网通办”
提高自助服务水平

刘霞表示，要推出更多领
先全省全国的创新举措，实现
重点领域改革新突破，打造审
批服务的“升级版”。

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和数
字治理创新。进一步创新完善审
批服务的制度体系，总结完善审
批服务两年来的改革创新成果，

积极探索推动相对集中行政许
可权改革成果逐步形成地方法
规或规章；全面深化证明事项和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实施范围。“强力推进‘一网通
办’应用，大力推进电子证照跨
层级、跨部门应用，逐步提高无
人工干预审批和自助服务水平，
为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
在线政务服务。”刘霞表示。

在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方面，要深化商事登记改革，大
力推广全程电子化登记，探索推
进商事登记事项无人工干预审
批“全覆盖”。深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改革，大力完善工改审批服
务系统应用功能，重点优化项目
策划、区域评估、多图联审等环
节。继续推进“一业一证”“一链
办理”改革，深化集成服务，实现

“一个窗口、一张表单、一组流

程、一套材料、一次办好”。

强化区域协同
深化异地通办

刘霞表示，进一步深化行
政审批“四维协同”机制，注重
在强化区域、层级协同上聚焦
发力，加强审批服务的协同、整
体性推进。

着力强化区域协同上，持
续深化异地通办。进一步优化

“全城通办”，拓展省会经济圈
“全域通办”；充分发挥黄河流
域城市联盟等平台作用，积极
推进高频事项年底前基本实现

“跨省通办”。在着力强化层级
协同方面，持续推进市区“一套
标准管审批”。

持续推进省市大厅一体化
运行。建立常态化业务交流沟通

机制，协同打造省市一体化运行
的“济南样板”。持续规范四级政
务服务体系建设。全面规范四级
政务服务窗口建设，提升基层便
民服务站点服务能力，实现更多
便民服务事项就近办。

强化开放式审批服务。“从
问题发现、回应到服务绩效全
链条引入外部评价监督机制，
完善‘好差评’制度，建立常态
化政企沟通机制，定期召开座
谈会、组织改革体验活动，加强
与12345热线联动，做到闻声而
动，快速反应，实现企业诉求

‘接诉即办’。”刘霞说。
强化“我来跑”帮代办服

务。深化“佳佳帮您办”企业开
办全流程服务，优化提升“项目
管家”服务水平，完善周末“不
打烊”和预约服务，持续提升企
业和群众获得感体验感。

【报告摘录】

【报告解读】

持续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9个，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鼓励
有条件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济南一老旧小区正在加装电梯。（资料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王杰 摄

济南今年将再建
1万个5G基站

【报告摘录】

【报告解读】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深化
企业开办便利化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更大力度推行告知承诺、独任审批师制度，扩大“一业一
证”“一链办理”改革覆盖面，提高“一网通办”“全城通办”“异地通办”“掌上办”服务效率。

【报告摘录】

【报告解读】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创建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悦 夏侯凤超

今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
“坚持工业强市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写入“十四五”时期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将“坚定不
移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作为今年
重点抓好的十五个方面工作之一，报
告中有36次提到了工业和制造业，25次
提到数字经济和数字赋能的相关内
容，把工业作为新时代现代产业体系
和强省会建设的基础和硬核支撑。

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工信
局党组书记、局长汲佩德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样高度重视工业
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济南历史上是
空前的，对于奋进十四五，加快现代
化强省会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打造智能经济强市
和数字先锋城市

“工信是工业强市的主力军和
主战场，过去的一年工业经济全面
起势，预计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到12%左右，位居全省和全国主要
城市第一位，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40%以上，先进制造业、数
字经济、企业发展能级实现新跨越，
产业生态、服务企业和创新发展等
都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创造了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许多的首个、第
一和前列，创新发展、率先发展、引
领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现了新突破
新跨越。”汲佩德表示。

下一步济南将持之以恒地深入
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聚焦现代
化强省会和智造济南的新定位新目
标新要求，聚力高端智造、数字赋
能,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先进制造
业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围绕打造
智能经济强市和数字先锋城市，聚
焦制造业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引领、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三大重点任务，
持续培育创新驱动、项目带动、政策
促动三大动能，开创创新发展、率先
发展、引领发展的新局面。

持续推进5G
规模化商用部署

今年济南还将继续加快5G基础
设施建设，新建1万处5G基站设施，持
续推进5G规模化商用部署，加大融合
应用推广力度，促进5G产业生态发展。
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协调电信运营
企业加大对上争取协调力度，争取国
家、省级电信企业对济南市的投资倾
斜，加大5Ｇ建设投资力度，完善5G网
络布局，保持全省领先水平。

围绕5G技术产业研发、重点行
业领域应用，培育一批对产业带动
作用明显的5G新技术、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试点示范项目。选择资
源基础好、经济实力强的重点产业
集聚区、工业园区搭建5G精品网
络，打造一批集网络、应用、产业于
一体的5G示范产业园（基地）。

培育一批5G联合创新中心（实
验室），开展5G联合创新中心（实验
室）评选工作，充分发挥5G联合创新
中心（实验室）对5G产业孵化与技术
落地的促进作用，推进5G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发挥5G产业联盟作用，推
动5G产业链相关产品广泛应用，发
展壮大5G关联产业，充分利用5G技
术优势，推进5G产业垂直应用发展，
构建合作共赢的5G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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