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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20余个联盟
不断加强与沿黄城市合作

“黄河两岸往来真的便捷多
了。”家住黄河南岸的徐洋，每天到
黄河北岸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
步区上班，原来通勤时间至少要半
小时。济南黄河大桥主线通车后，
他开车跨河的时间缩短至3分钟。

曾经，黄河天堑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济南城市的深度融合与对
外辐射。2024年，随着一系列基础
设施建设在黄河两岸推进，济南跨
黄通道增至21处，济泺路穿黄隧道
等重大交通工程竣工通车，大幅缩
短了黄河两岸的时空距离。

近日，《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获批，明确
赋予济南新定位：山东省省会、黄
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

“重要的中心城市”的新定位，
意味着济南要在国家黄河战略布
局中发挥龙头作用。“中心城市顾
名思义，就是能够集聚生产要素，
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济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吴
学军表示。

这表明，济南更要站在整个黄
河流域的宏观视角，发挥引领和辐
射周边城市的作用。

其实，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一体
化发展，济南已经做出了示范和努
力。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五年以
来，济南不断加强与郑州、西安等
沿黄城市对接合作，引导创新链、
产业链、要素链跨区域联动，前瞻
性布局建设黄河流域技术转移中
心，牵头成立了黄河流域信用联盟
等20余个联盟。通过加强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提升了整个黄河流域
的经济竞争力和发展质量，“中心”
的作用已经显现。

打开发展框架
提升区域联通力

“济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框架
和格局正在逐渐展开。”山东财经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教授董彦岭
表示。在黄河国家战略、山东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重大战
略的赋能下，济南黄河南北发展
已经相辅相成，形成联动发展的
良好态势。

区域协同发展，交通是先行
官。在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中，济南
全力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
致力于打破区域壁垒，实现与周边
城市的高效互联互通。

此次公布的国土空间规划中，
济南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是首个获得国务院批复的重要
城市。目前，济南国际机场208条航
线可通达海内外116个城市；米字
型高铁网、“二环一联十六射”高速

公路网加快成型，每天660趟高铁
车次直达全国366个城市，为沿线
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24年12月8日，济郑高铁迎
来全线开通运营一周年。这条高
铁如同一条经济纽带，紧密连接
了黄河流域两大重要城市。不仅
缩短了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也
为两地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提供
了强大的支撑。

“‘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内陆
交通枢纽城市的定位对于济南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董彦
岭说。可以看出，济郑高铁开通后，
沿黄区域的通达性提升了不少，未
来交通通道建设、产业发展、文旅
合作等也会依次展开，黄河流域各
城市间的整体联系也会逐渐加强。

凭借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区域重大战略的推进，济南得以
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地
区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提升城市能级
激活强省会核心引擎

在区域发展中，产业集聚是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强省会战略正是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济南深知，
只有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增强自身
实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强省会的辐
射带动作用。

以落地起步区的比亚迪济南

项目为例，据悉，围绕比亚迪济南
基地，已经推动十余个配套项目落
地周边区县。放眼山东，比亚迪已
吸附包括半导体、座椅、轮胎等零
部件在内的本地供应商和配套企
业近400家。辐射带动和区域协同
效应显著提升。

在众多省会城市都在加快建
设“强省会”之时，济南要想在全国
大局、区域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
色，需要新的定位和坐标。“要发挥

‘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作用，新旧动
能转换的引擎作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龙头作
用。”吴学军表示。

“强省会”是高水平建设济南
都市圈的重要牵引。随着济南都
市圈获批，济南作为山东省“双
核”之一，引领区域发展的战略地
位越发凸显。

“这给‘中心城市’的定位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董彦岭说，作为强
省会战略的实施重点，济南会得到
更多政策、项目上的支持。越来越
多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会向
济南汇聚。“无论是在产业布局优
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科技创新
引领等诸多领域，济南都将迎来重
大契机。”

做强自身内核
竞逐发展新格局

在当下城市发展的激烈角逐
中，有强大的内核，方能站稳脚

跟。 2024年前三季度，济南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675 . 1亿
元，同比增长5 . 4%，高于全国0 . 6
个百分点，增速列26个GDP过万
亿城市第11位。

今年，济南明确定调以“项目
提升年”为总牵引，推动经济发展
各项工作。在董彦岭看来，提升不
仅是项目质量、数量的提升，也需
要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提
升。“这些方面，济南前期已经做了
大量准备，效果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新能源汽车产业外，济南在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信息技
术等领域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
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相互支撑、
协同发展，共同构建了济南强大的
产业体系，推动济南在全国乃至全
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要集聚创新要素，释放改革的
红利。”吴学军说。创新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济南把科技
创新置于城市发展的战略核心位
置，创新能力也一直保持全国前列。
未来要夯实发展基础，顺应产业发
展趋势，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

“要尽可能把各种优势转化成
项目和发展的优势。”董彦岭认为，
围绕新质生产力，要在提升传统产
业的同时，发展高技术产业，让‘大
块头’领军企业有量的增长。

既要向外拓展，也要向内深
耕。“从更大更高的视野上看待济
南的发展，才能有发展的契机。”
董彦岭说。

济南将积极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发挥“重要的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

深度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新定位赋予济南新担当

发挥“中心”作用 引领黄河流域

济南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获批，两座黄河大桥同时通车，地铁3号线二期开通运营……2024年，济南“项目深化年”成绩斐然，
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力。2025年是济南落实“十四五”规划收官、迈向更高发展层级的关键节点。新的一年，济南的工作将如何布
局？改革又该如何向纵深发力？踏上全新的发展征途，济南怀揣着怎样的“信心”……让我们满怀期待，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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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城市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济南，凭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东绿色低碳高质质量发展
先行区、强省会建设等多重战略叠加的东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站在这一关键的历史交汇点，济南积极融入全全国发展大
局，自身定位逐渐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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