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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商改租”“工改租”模式

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3万套(间)

住房问题事关民生福祉，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
为年度八大任务之一，强调坚持“房住不
炒”的定位，加快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济南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聚焦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住
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上齐发力。

2020年，济南房地产市场调控落实“一
城一策”主体责任，成立了房地产市场监测
评价中心，健全房地产市场全周期监管制
度体系，出台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等10个文
件，各项指标健康平稳，房地产市场呈现

“量增价稳”态势，实现了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目标。

2020年济南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先
行先试。记者了解到，济南在全国率先构建
完备的政策体系，出台了12项配套政策，培
育专业化、规模化租赁企业10家，筹集房源
8 . 62万套，将解决10万新市民的住房问
题。其中，创新“商改租”“工改租”房源筹集
模式，突破了改建非居住房屋需变更建设
用地规划性质的难题，经验做法被新华社
等央级媒体报道，并在住建部专题会议上
作典型发言。

此外，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还完
善了住房保障体系试点的创新推动。围绕
补齐住房租赁市场缺少小户型、低租金房
源的短板，济南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3万套
(间)，争取300亿元信贷资源，经验做法被
住建部《建设工作简报》推广，这是住建部
首次专刊介绍单个城市的经验。

连续五年超额完成棚改任务

老旧小区改造从“面子”转向“里子”

在刚刚结束的济南市十七届人大三次
会议上，济南市提出今年将为民办22件实
事，其中高标准改造老旧小区是济南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济
南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一环。未来，城市更
新将成为济南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口。

加强城市更新顶层设计，坚持“留改
拆”并举，济南做到三个明确：明确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和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等城市更新范畴，明确城市
更新项目认定标准，明确城市更新总体思
路、规划政策、财政保障等具体要求，为推
动城市更新奠定坚实基础。

“十三五”期间，济南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3012 . 73万メ、涉及居民40 . 06万户(含原
莱芜地区)，2020年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加快补齐民生服务设施短板，实行“一小
区一方案”，统筹推进水电气暖等11个专项
改造，实现了从“面子”转向“里子”的改造，
共改造50个老旧小区项目、605 . 88万平方
米，涉及居民62249户。

当前济南一大批老旧小区环境得到提
升、配套设施得到完善，历下区燕子山小
区、市中区乐山小区整治改造后获得了“山
东省人居范例奖”。同时，该局也大力推进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1048个单元办理规划审查手续，738部电
梯竣工验收合格，电梯加装量连年稳居全
省第一。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成绩显著，棚改工
作也成效突出。2020年济南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棚改工作获两个“全省第一”：省棚
改安置房新开工18281套，开工率117 . 6%，
名列全省第一；安置房基本建成25420套，
名列全省第一。根据计划，2021年济南市棚
改计划新开工7555套，计划基本建成10107
套。

2020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深入推进。
济南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全市“中优”
战略部署，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
有效的传承体系，已明确明府城、老商埠区
等重点片区的保护利用方案。围绕城市品
质提升，济南还实施了供暖体制改革，组建
能源集团，接管464个自管站，改造23个“供
热孤岛”小区，打造供热“一张网”；开展首
次城市体检，构建了“50+9”指标体系，得
到清华大学专家组充分肯定；创新推出市
民扬尘“随手拍”，在全省推广。

黄河北片区入选

首批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除了聚焦住房、城市更新，济南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还聚焦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城乡融合发展开局良好。济南深入推
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在副省
级以上城市中第一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全覆盖，确保新增城市人口进得来、留
得下、过得好。黄河北片区入选首批省级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城
乡融合发展联动推进新格局。

同时，该局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济南农村危房改造通过省脱贫攻坚评估验
收。农村户厕改造通过国务院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检查。清洁取暖助力“天蓝冬暖”。年
度36 . 8万户改造任务全部完工，济南基本
实现平原地区清洁取暖全覆盖。

牵头成立首个跨省(区)住建领域城市联盟

入围首批“新城建”国家试点城市

2020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济南建

筑业逆势而上。记者从济南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了解到，济南已连续3年蝉联5强市
首位，建筑业各项指标领跑全省，2020年
济南市出台了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提出支持兼并重组等28项措施，
扶持建筑业做大做强，全年实现总产值
4200亿元，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主要指
标持续攀升。同时，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
工业化协同发展，在全国首创了数字版
(BIM)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谋划建设建
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筑业由投资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变。

近两年，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
快建筑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济
南制定全面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从施工保障、容积率等方面大力推
广高品质建筑。格林堡公司在济南高新区
建立了世界首个正能工厂，推动建造方式
颠覆性转变。全市新增绿色建筑1539万平
方米，新开工装配式建筑691万平方米。培
育壮大绿色建筑产业，牵头成立全国首个
跨省(区)的住建领域城市联盟——— 黄河流
域绿色装配式建筑城市联盟，向外输出绿
色建筑全产业链“济南经验”。依托先行区

“绿色建设国际产业园”，搭建从建材、建造
到建筑科技服务的绿色产业链，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极。

2020年济南市还入围首批16个“新城
建”国家试点城市。围绕“推进CIM平台建
设”等任务，首创“新城建”产业链，梳理“新
城建”企业127家、项目59个，为产业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实施“1466”工程

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实施“1466”
工程，将其作为今年工作重点。

“1466”工程中的1即明确“1个目标”，
即以争创全国文明单位为目标；4是坚持“4
高要求”，即以“高质量、高品质、高标准、高
效能”为价值导向；第一个6是做实“6篇文
章”，即在住房保障、产业发展、城市更新、
城乡融合、民生服务、行业监管六个方面持
续发力，推动住建工作全领域、全链条、全
方位提升，让人民群众在住建供给中获得
更多红利，让广大企业在住建服务中充分
释放活力，让城市建设在住建赋能中不断
跃升能级；第二个6是打造“6个住建”，即民
生住建、品质住建、绿色住建、人文住建、智
慧住建、廉洁住建。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在新的一年里，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着力实施

“1466”工程，努力开创住建事业发展的新
局面，为打造“五个济南”、建设“大强美富
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应有贡献。

四个“国字号”试点，实施“1466”工程

济南奋力开创住建事业发展新局面

近几年，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棚改旧改工作通过坚持“留、拆、改”并举，从过去的“大拆大建”逐步过渡到以提提升
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传承历史文脉为核心内容的城市有机更新阶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鑫 摄

2020年，济南市住建工
作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任
务指标超额完成，创新工作
亮点纷呈，如棚改工作成效
显著，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棚
改激励支持城市”，4个国家
试点创出了可推广的经验
等，交上了一份令泉城市民
满意的“住建答卷”。2021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
年，在新的一年里，济南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着力实施

“1466”工程，奋力开创住建
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国际金融城的工程项目正在建设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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