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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石晟绮
记者 于泊升 杜春娜

扩大优质消费供给
打响“夜泉城”城市品牌

提振消费是2023年拉动经济
的一个“关键词”，济南市在这方面
下足了功夫。“消费是人民对美好
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拉动经
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23年，我们
倾力打造了‘泉城购’2023济南消
费季，开展了首届济南海鲜节等重
点促消费活动500多场。”赵治文介
绍道。此外，济南还发放消费券、消
费补贴近1亿元，带动直接消费超
40亿元。创建省级绿色饭店5家、绿
色商场3家，2家企业登榜“黑珍珠”
一钻餐厅。阳光100凤凰街获评全
国夜间经济示范街，打响“夜泉城”
城市品牌。

据了解，2024年，济南市商务
局将聚力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
高标准谋划实施“泉城购”2024济
南消费季，围绕汽车、家电、家居、

餐饮四大重点领域精准开展促消
费活动，打造“531乐购月”“101惠
享季”“1221未来生活节”三大标
杆性消费节庆，形成“季季有主
题、月月有活动、周周有场景”的
促消费活动体系，营造浓厚消费
氛围。除各类消费活动外，济南还
将加快推进商圈商街智慧化改
造，依托成熟商圈和大型商业综
合体，引进国内外中高端品牌开
设首店、旗舰店100家以上。

新的一年，济南会展业综合竞
争力也将不断提升。“黄河国际会
展中心一期展馆交付使用后，济南
市10万平米以上大型展会承接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赵治文说，2024
年将全力引进中粮集团、国机集团
等主办的国家级大型巡回展会落
户济南，积极争取德国汉诺威、法
国高美爱博等国际会展企业知名
展会来济举办，力争全年举办各类
展会活动140场以上，通过人流、物
流、信息流集聚带动消费增长，提
升城市活力与影响力。

“线下活动遍地开花，线上也
要同时发力，做大做强电商经

济。”赵治文称，目前济南已打造
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3家、示范企
业4家，发展电商企业2 . 4万家、
网上店铺25万个。下一步，济南市
商务局将实施电商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加快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
带动作用强的本土电商龙头企
业，发展壮大化妆品、农特产品、
滋补膳食、家电数码等特色产业
链，提升网络零售额规模。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提升市民幸福感

商务工作不仅连通国内国
外，更是贯通城乡市场，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去年我们建设改造
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42个、社区
菜市场12处。”记者了解到，更多
便利店、早餐店在2023年进入社
区，磨刀、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
补”也回归日常。

接下来，济南将再建设改造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处，围绕“一
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
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打造有烟火

气的社区消费圈，让居民足不出
“圈”，就能“一站式”享受多种便
民服务，满足济南市民的便利化、
品质化消费体验。

另外，以建设“增强型”县域
商业体系为目标，鼓励引导大型
商贸流通企业向镇街、社区延伸，
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改善
县域消费环境。扎实做好政府肉
菜储备投放，强化生活必需品日
常监测，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

抢抓服务贸易发展新蓝海
打造黄河流域开放门户

“2023年，我们组织1800多家
企业参加日本大阪展、第六届进博
会、广交会等知名境内外展会，签
订意向采购订单60多亿元。”赵治
文告诉记者，截至去年11月，济南
市2023年实现货物进出口1978 . 9
亿元，同比增长2 . 8%，高于全国、
全省2 . 8个和0 . 6个百分点。同时，
全面完成国家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69项举措在全市推广实
施，19个案例在全国、全省推广。不
断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国家新设
企业（机构）26家。

2024年，济南将抢抓服务贸
易发展新蓝海，大力发展数字贸
易，积极争取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示范区等先行先试政策在济
南市落地，推动服务贸易向更高
质量发展。此外，要全力帮助企业
拓市场抢订单，巩固日韩市场、深
耕东盟市场、拓展澳新市场，巩固
扩大“一带一路”市场，发力中东
和非洲市场，推动优势产业品牌
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海外仓、境外
展会等渠道开拓国际市场，提升
外贸整体实力，打造黄河流域对
外开放门户。

记者 杜春娜 于泊升
见习记者 石晟绮

1月9日，济南市政协委员、济
南市青联委员、天桥区作协副主
席钟倩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以法护
航无障碍环境的时代，应加快济
南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管理，建
设无障碍示范样板城市和打造无
障碍电子地图。同时，钟倩建议，
应该擦亮“泉字号”养老服务品
牌，不断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无障碍环境建设体现一座城
市的文明水位。为提升济南市无
障碍环境建设和管理水平，钟倩
提到，应该创新载体、灵活手段，
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宣传力
度，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打破
传统宣传模式，建议采取文字、故
事、电视、广播、短视频等形式，打

造宣传的立体矩阵。”钟倩说。
钟倩表示，可以打造标杆、提

质扩面，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济南
方案”可复制可推广。“可以依托
新建设施、重点场所等地打造无
障碍示范样板案例，融专家智慧、
社会力量、用户体验，推出案例解
析、图示图解，实现经验和模式可
复制可推广，且体现济南特色。”

“新建道路、住房、场馆、设施
等应该确保无障碍环境覆盖率和
达标率达到100%；对老旧小区、
公共设施等要逐年提升无障碍改
造、适老化改造力度。”钟倩建议，
打造无障碍电子地图，提高不方
便群体出行的幸福指数。“打造济
南无障碍电子地图应用小程序，
通过采集城市地理信息、道路通
行情况等数据汇聚成专题图层，
并与地铁、公交、出租以及其他信
息资源形成联动，通过不同颜色

予以标识，同时将避障功能延伸
到室内，让不方便群体包括老年
助推器、儿童手推车、孕妇等都能
安全、便捷出行。”

养老服务是关乎千家万户的
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
量的居家养老服务夯实民生基
础。如何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应该树品牌、优服务，实现
社区老年食堂规范化管理。”钟倩
表示，全市下好“一盘棋”，出台和
制定管理规范和餐品细则，打造
示范样板，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自
主点餐，擦亮“泉字号”养老服务
品牌，确保老人都能吃上健康营
养的“暖心饭”。“老年食堂也可面
向社会平价营业，在增收扩面的
同时，也能满足一些年轻上班族
和居民的需求。”

同时，济南市应加快智慧养
老服务发展步伐，让科技赋能养

老服务释放更多“享老”红利。“建
议在加快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的
基础上，推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建设，向社区和家庭延伸，鼓励市
场主体积极参与，共同配备24小
时远程看护体系、一键呼叫智能
设备、防跌倒守护仪、燃气报警
器、体征监测手环等，进入困难群
体家中。”钟倩提到。

“我们应当重视老年人心理
健康，依托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养
老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之家等
打造‘舒心养老驿站’。”钟倩认
为，“舒心养老驿站”可面向辖区
居民接诊，开通心理热线，定期回
访，对失独、伤残家庭父母、困难
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建档动
态管理，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
和全科医生组建为老服务团队，
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社会支
持。

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市青联委员、天桥区作协副主席钟倩：

打造无障碍电子地图，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治文：

今年济南力争引进百余家品牌首店

1月9日，济南市政协
委员，济南市商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赵治文接受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时
表示，2024年，济南将坚持
扩内需与稳外需并举，以
商务项目建设为抓手，继
续打造标杆性消费节庆，
推动智慧商圈建设。全年
力争引进百余家品牌首
店，努力为建设“强新优富
美高”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省会和满足泉城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
更多贡献。

赵治文

钟倩

跨年夜，济南各商圈组织了多种活动，泉城成了“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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