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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10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济
南市人民政府印发《济南市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济南
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将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形成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打
造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标
杆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

《规划》为济南市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绘制了蓝图。《规划》中明确，
到2030年，济南市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取得重大进
展，基本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打造成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示范标杆和高质量发展
核心增长极。到2035年，济南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东强西兴南美
北起中优”城市发展格局全面塑
成，初步建成“大强美富通”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到本世纪中叶，率先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城
河共荣、生态环境优美宜人、新动
能驱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成果人人
共享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规划》提到，在生态保护方
面，济南将构建“南山北水多廊多
点”的生态空间格局，建设黄河标
志性绿色生态走廊，建设黄河流
域节水典范城市，全力保障黄河
长治久安，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治
理；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济南将争
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塑强黄河流域中心
城市地位，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省会标杆，同时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高水
平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深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是
济南破解发展瓶颈，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
会的战略需要，既有利于构筑融
山拥河生态格局，构筑新动能引
领发展的新格局，又能增强黄河
流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打
造黄河流域对外开放门户，更有
利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奏
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罕见的秋汛，黄河波涛汹
涌。在“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
距离黄河不到3公里的尚庄社区，
滩区群众一改往年度汛时的担
忧恐慌，正趁日头从容晒着粮
食。

这是黄河1985年以来最大的
秋汛。“好多年没遇到秋收时发
洪水了！幸亏我们今年搬家了，
要是还住在旧村，今年肯定有不
少人家里进水，说不准还有塌房
子的。”60岁的居民聂元记说，今
年3月，全村整体搬迁进入新社
区，夏汛、秋汛期间没再出现房
屋进水、路面积水问题，就连“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情景
也一去不复返。

从茅草房、土坯房、砖瓦房，
到住上以前从来没敢想的“小别
墅”，像聂元记一样的黄河滩区
群众，山东省有60万人。

2017年，在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的过程中，山东省下
决心解决困扰黄河滩区数十万
群众的难题，这也成为山东省内

投资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
支持政策最优的群众安置工程。

省市县乡村同向发力，山东
黄河滩区迁建任务全面完成。

尚庄社区由5个自然村合并
而成。记者在这里看到，1200多
栋两层小楼排成方阵、蔚为壮
观，幼儿园、小学、医务室、超市
等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一应俱
全；硬化过的路边铺设了盲道，
村两头各建有一个污水处理站。

“买啥都方便，超市饭店啥
都有，不用跑大老远赶集了！”社
区居民逯深岭告诉记者。和以前
相比，新社区的超市、卫生室、学
校都“鸟枪换炮”，过去要上城里
才能办的事情，如今不出社区都
能解决。

在距离黄河入海口不远的
利津县，北宋镇高家村的旧村台
改造工程已经完成，村庄整体实
现村台加固，基础设施条件大幅
改善，道路硬化、雨污分流、绿化
亮化美化都得以实现，弱电下地
全覆盖。

“我们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
机遇，流转土地、引进企业，发展
中草药种植与休闲观光旅游，建
设了田园综合体，带领群众发家
致富。”高家村党支部书记高占
明说。

记者从山东省应急厅、山东
黄河河务局等部门了解到，黄河
山东段即将进入落水期。虽然汛
情导致了部分作物受灾，但由于
防汛措施得力，未引发堤防工程
险情和人员伤亡。

贫穷落后的“水窝子”，正一
步步变为群众安居乐业的“金河
滩”。围绕保障滩区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山东
省还提出，将积极推动滩区迁建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社区
服务和管理融合，布局滩区产业
发展，保障群众既安居又乐业。

据新华社

深入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济南明确“路线图”

塑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地位

山东黄河滩区安居工程见闻：

罕见秋汛来袭 群众从容秋收

菏泽市东明县尚庄社区居民逯深岭在谈迁建新居的生活。 新华社发

让黄河由天然屏障变为发展枢轴
《济南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了济南的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并对如何建设黄河标志性绿色生态态走廊、建设黄河流域节

水典范城市、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塑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地位等多多方面作了具体要求。

构建“南山北水多廊多点”
的生态空间格局

《规划》提出，基于济南生态
基底特征，构建“南山北水多廊
多点”的生态空间格局。“南山”
即南部山区生态涵养区。“北水”
即北部黄河生态风貌带。聚焦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强化黄河两岸
湿地群、滩地、防护林带等多元
生态空间功能，嵌入多元化生态
功能节点，打造丰富多彩的生态
景观画卷。

“多廊”即串联“南山北水”
和城市生态系统的滨水生态廊
道。依托小清河、大汶河、北大沙
河、“三川”（锦绣川、锦云川、锦
阳川）和玉符河、徒骇河等重点
水系，打造形成全域连通多样生
态格局。

“多点”即全域分布的生态
节点。包括森林公园、湿地、重要
湖库、水源地、城市公园、山体公
园等各类节点，统筹提升生态功
能和城市服务功能。

实施河湖水系
连通工程

黄河为纽带，加快构建“东
强西兴南美北起中优”城市发展
新格局，推动城市能级提升、合

理布局，实现黄河由天然屏障到
发展枢轴的转变。

济南市还将优化全域生态
肌理和风貌，高水平推进大汶
河、小清河、徒骇河、北大沙河等
骨干河道美丽幸福河湖工程建
设，着力治理水环境、恢复水生
态，营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宜游的河湖景观，实现城市与自
然生态系统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济南市将实
施大明湖—云锦湖—小清河—
华山湖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连通
鹊华烟雨景观带和趵突泉、黑虎
泉泉群，推动泉城特色风貌带和
黄河生态风貌带融合发展形成
人河城和谐发展的生态美景。

集中突破
“卡脖子”短板技术

《规划》中提到，济南将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
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
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创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

在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攻
关方面，集中突破基础软件、生
物医药等领域一批“卡脖子”短
板技术。支持开展重大原创性研
究，立足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
料等优势领域，加快形成一批应

用基础研究成果。聚焦新一代信
息技术、空天信息等领域，鼓励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行动。

济南将发挥济南高新区、山
东大学、浪潮集团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带动作用，高标准建设莱芜
高新区等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打
造“泉城众创空间”品牌，创造

“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
形成人人参与创新、支持创新、
推动创新的局面。

助力提升
半岛城市群综合实力

推动省会经济圈与胶东、鲁
南经济圈分工合作、一体建设、
联动发展，助力全面提升山东半
岛城市群综合竞争力。

发挥济南核心引领作用，辐
射带动淄博、泰安、聊城、德州、
滨州、东营6市，着力打造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世界级
产业基地、国际医养中心和国际
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发挥东
营、滨州临海优势，统筹河海联
动，以绿色经济培育、产业转型
发展、生态价值实现为重点，合
力打造沿黄文化旅游生态带。依
托京沪高铁、济青高铁等交通走
廊，打造“泰安—济南—德州”南

北向发展枢轴和“淄博—济南—
聊城”东西向发展枢轴。

济南高铁到达城市数量
仅次于北京

济南将加快构建四通八达
的高铁网络，加快建设济郑高
铁，推动构建济南经郑州至西
安、兰州、西宁的“一字形”东西
向大通道。建成济南至郑州、济
南至莱芜、黄台联络线、济南至
滨州铁路，规划建设济南至枣
庄、德州至商河、济南至济宁、莱
芜至临沂、淄博至莱芜、莱芜至
泰安至聊城铁路，推动省会经济
圈市域（郊）铁路项目规划建设。
在高铁直达城市数量上，济南仅
次于北京。

另外，济南继续在民航领域
发力，规划完成济南机场二期改
扩建，逐步实现与济莱、济滨、济
郑、济枣、石济等高铁和轨道交
通3号线无缝衔接。计划完成小
清河复航工程，建成济南港（主
城港区、章丘港区），实现与小清
河沿线城市互通。推动多条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计划建成济
南东站至济阳区有轨电车项目，
策划论证莱芜区至钢城区有轨
电车项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孟
杰 戚云雷 于跃 程凌润 于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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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保护> 建设黄河标志性绿色生态走廊

量水而行> 建设黄河流域节水典范城市

防洪减灾> 全力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全面发力> 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创新驱动> 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动能转换>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提升能级> 塑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地位

城乡统筹>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会标杆

儒风泉韵>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率先突破>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示范引领> 高水平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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