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30日 星期一B06 济南

编辑：魏银科 组版：侯波

城市副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崔寨组团蝶变新生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起步”新篇章
张浩 济南报道

规划引领
新城风貌日新月异

行走在起步区内，塔吊林立、
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随处可见，
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提效，省
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作用加速
释放。大桥组团城市副中心示范
区建设全面启动，崔寨组团现代
产业新城蝶变新生，孙耿、太平组
团重大项目、园区载体加快落地
运营，“南城中镇北乡”的区域发
展格局基本成形。

9月19日召开的济南市“庆祝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推进高质量
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起步
区专场表示，起步区建设已经全
面拉开框架，新城拔节生长。

在新区建设过程中，起步区
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为
战略基石，精心构建了“1+4+16”
的多层次、系统化规划体系，确保
每一步发展都精准对接未来需
求。同时聘请重点地区总规划师、
总策划师、总景观师，以他们超前
的视野和深厚的专业造诣，为这
片土地绘制了一幅“田园都市、生
态宜居”的宏伟蓝图。这一理念不
仅体现在规划图纸上，更深深烙
印在每一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致力于实现“田园与都市交融、自
然与人文共生”的和谐景象。

突出三个“优先”，生态、交通
及基础设施先行，起步区为新区
发展全面铺路。在交通建设领域，
G104京岚线济南黄河公路大桥
建设正在收尾，通往大桥的零点
立交正加紧建设，济南黄河济泺
路隧道、凤凰大桥等跨河通道如
巨龙般横跨黄河，不仅极大地缩
短了南北两岸的通行时间，更成
为促进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桥
梁。轨道交通7号线的加速推进、
有轨电车T1号线的突破性进展，
以及黄河大道一期的顺利通车，
共同编织起一张高效便捷的交通
网络，为起步区的快速发展插上
了翅膀。这些交通项目的实施，不
仅提升了区域的交通便捷度，更
为起步区的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同时，起步区还紧抓重点区
域突破，以大桥组团城市副中心
示范区建设为龙头，全面推动总
部经济区、都市阳台国际学校、综
合医疗中心等重点项目的开工建
设。这些项目的快速推进，不仅为
起步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极大
地提升了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和
服务水平。这些项目如同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起步区的版
图上，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优质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

创新驱动
新动能蓄势待发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起步区深
谙此道，始终将产业发展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自获批设
立以来，起步区便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新能

源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3+1”主导
产业方向，积极引进国内外龙头企
业，加快上下游配套招商，推动产
业链集群化、高端化发展。特别是
在新能源领域，起步区更是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济南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项
目作为智能车产业的代表，短时
间内便展现出强大带动作用。
2023年生产新能源车超过24万

辆，今年将力争突破30万辆，与之
配套的比亚迪半导体芯片和比亚
迪动力电池等零部件项目陆续投
产，一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在
黄河北岸逐步形成。

氢能源领域同样亮点纷呈。国
家电投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项
目的正式投产，标志着起步区在氢
能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落地企
业济南绿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已

经形成供能燃料电池、空冷燃料电
池、车用燃料电池系统3条生产线，
首批56辆搭载起步区产氢能电池
的商用车上路运行，氢能无人机、
氢能助力车完成研制，氢能撬装
站、综合能源站加快布局，氢能应
用场景持续扩大。“多条生产线的
稳定运行和氢能应用场景的不断
拓展，为起步区打造氢能产业高地
奠定了坚实基础。”起步区产业发
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光伏太阳能产业也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爱旭太阳能电
池组件项目顺利开工，年内实现首
块组件下线。新引进山东能源钙钛
矿光伏电池项目开工建设，将打造
全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科技示范
工程，为起步区乃至全省的光伏产
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撑。
起步区立足全市项目深化年安排
部署，相继制定实施《起步区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发布《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产业机会清单》，
编制《山东未来产业园建设实施
方案》，持续发力重点产业，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开放合作
黄河新城活力四溢

起步区坚持“开放是发展的
必由之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秉
持开放合作的理念，主动对接区
域重大战略，积极参与国内外交
流合作。

依托中科新经济科创园等园
区平台，起步区积极承接京津冀
地区优质产业转移，加强与长三
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
要素资源对接和招商引资工作。
今年以来，引进黄河流域民营经
济创新总部基地、高能所大科科学学
装置关键设备研制及生产基地等

优质项目29个、总投资226666 .. 77亿亿
元。用好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载体，打造黄河会客厅，累计举办
各类展会十余次，近期刚刚举办
了第22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
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了
近2000家参展商参展。

此外，起步区还积极拓展国际
合作空间，深化与新加坡等国家的
经贸合作。山东（新加坡）企业服务
中心的启动运营、中新绿色科技研
究院的揭牌成立以及雅遇公寓等
项目的加快建设，都为起步区与新
加坡的深入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同时，起步区还深耕“中国-加
勒比发展中心”合作平台，拓展与
加勒比国家的经贸往来，组织鹊华
观澜会等交流活动，将起步区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至全球范围。这
些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提升
了起步区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为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开辟
了新路径。

绿色为基
赋能新区美好未来

聚焦国务院批复“四个新”目
标定位和“五个着力”发展要求，
起步区以“绿”为笔书写高质量发
展“起步答卷”，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起步区实践新篇章。

黄河流域既是重要的生态屏
障，也是重要的经济带，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不仅事关幸福河建设，而
且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起步区始终不忘生态优
先的初心，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
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过程。规划蓝绿空间占比超过
70%的起步区，犹如一颗镶嵌在黄
河北岸的绿色明珠，熠熠生辉。

据悉，起步区已开工建设黄
河生态风貌带和7条生态廊道，绿
地总面积达到258万平方米。近
日，济南起步区黄河生态廊道防
护林及苗圃工程（济南黄河大桥
至凤凰路黄河大桥段）二期施工
项目竣工验收，为市民提供了又
一个亲近自然、享受生态的好去
处。同时，起步区还扎实开展污染
防治攻坚战，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比率高于全市2 . 2个百分点，水
质综合指数同比改善13 . 4个百
分点，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减污降
碳协同创新试点，为市民创造了
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起步区
更是下足了功夫。从绿色建筑、绿
色能源、绿色交通等多个领域入
手，全面推进绿色城市建设，辖区
内所有公共建筑和安置房均采用
清洁能源供暖，绿色建筑总面积超
过1400万平方米。此外，起步区还
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建成投
用全省首座半地下花园式生活垃
圾转运中心，新能源环卫车占比超
过76%，为市民提供了更加清洁、高
效的垃圾处理服务。这些绿色建设
项目的实施，不仅提升了起步区的
生态环境质量，更为市民创造了更
加健康、舒适的生活空间。

金秋九月，迎来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5周年。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
步区（以下简称“起步区”）也已经迈入获批成立的第4个年头。上半年，济南起步区11项指标增速列
济南市前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 . 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9 . 8%，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2023年，爱旭太阳能高效电池组件项目落户起步区。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恢弘壮丽。

黄河生态廊道防护林及苗圃工程有效提升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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