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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沥中 孙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起步区经济发展部获
悉，今年春节以来，起步区多举措推动一季度“开门
红”。
  1—2月份起步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2.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5.8%，限额以上单位
零售额同比增长2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3.7%。
  为实现“开门红”，起步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成立起步区项目策划和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工作
规则和细则，将起步区2023年95个产业类和基础设施
类重点项目纳入济南市项目管理平台，统一管理，项
目统筹推进高效顺畅。加快推进新开工的比亚迪智能
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项目、济南黄河体育中心、区级
养老服务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依托起步区建设
领域投资工作专班，建立问题解决闭环机制，逐个解
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项目建设再
提速。
  同时，扎实服务推进重点企业纳统，积极推动济
南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顺利纳统，推进互联网电商、
直播经济企业及时纳统。加强企业服务，送政策上
门，针对企业发展面临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积
极协调解决，坚持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市场主体发
展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本报记者 申红 胡沥中

  “四好农村路”累计建成350公里，48个
村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造，150个村完成村
内道路硬化……2022年，济南起步区高标准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起步区要坚持交通优先、生态优先、配套
优先。在当前大发展大建设阶段，起步区将

“三优先”原则贯彻到乡村发展当中，以高标准
基础设施建设塑造田园新城新优势。

新建农村

污水处理站140座
  3月21日，记者来到起步区孙耿街道杓子
李村，一入村，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宽敞整洁
的村内道路。据了解，过去该村道路虽已完成
硬化，但存在生活污水排放到路面上的情况。
直至2021年9月份，该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解
决了村内污水横流影响村容村貌的难题。
  在村委会北侧和村庄的东北角，记者见
到了正在运行中的两座污水处理站。据施工
方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刘震介绍，两座污水处理站均具备20立方米
/日的污水处理能力，总计40立方米/日的污水
处理能力足以满足春节期间人口高峰期需求。
  “两个站主要是处理厨房水和各家阳沟
排水中的磷、氮等元素和油脂等，处理后的
中水达到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二级标
准，能够用来浇地等。”刘震介绍，污水经
覆盖全村的管网收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依次
流入格栅井、调节池、缺氧池、好氧池等关键设
备和环节，经过生物处理的污水最终汇入清水
池并进行排放。先后打开集水池和清水池，记
者注意到，污水不仅由浑浊的灰白色变得清
澈，刺鼻的臭味也消失不见。
  起步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城乡供水一
体化改造工程全过程咨询单位——— 齐鲁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朱代峰介
绍，该工程自2020年10月开工，分别由中交一
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两家单位进行施工。
  工程整体分三期开展，累计治理生活污
水约130个村庄，建设140座污水处理站，主要
集中于孙耿、太平街道。目前，新建污水处
理站均已投入运转。下午2点左右，记者还见
到了前来检查污水处理设备运行状况的污水
处理站运维人员李宪文，他告诉记者，每天
至少转一圈杓子李及周边4个村庄，检查电
路、设备运行状况。
  同时，该工程同步开展城乡供水一体化改
造，累计为88个村庄完成了自来水改造工作。
在杓子李村每个胡同口，都设置有水表井，村
民通过预存水费的智能卡片即可完成取水。

筑起四通八达

农村路网
  3月21日下午4点左右，起步区崔寨街道三
义村最西侧和最南侧的两条路上，各式各样
的电动车变得越来越多，他们的终点大多都

是位于该村南侧的幼儿园和小学。
  “学校后面的这条路，先前村里进行了
硬化，但是只有两米宽，根本没办法会
车。”三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震
告诉记者，2022年起步区持续建设“四好农村
路”，重新建设并拓宽了这条路，并为村西
侧已经破旧的道路加铺了沥青。
  如今，学校北侧的道路宽敞平整，两辆
轿车会车十分轻松。村西侧的南北路一直向
南延伸至幼儿园及小学门口。“小学和幼儿
园目前约130个孩子，主要来自北边的三义村
等和南边的新阳家园社区，道路修建拓宽
后，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更方便了。”崔寨
中心小学南五学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在学校门口还注意到，校门口与道路
交叉口也铺上了崭新的沥青。济南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项目副经理陈伟告诉记
者，不仅如此，在修建学校北侧道路时，还为学
校安装了排水管道，解决了排水不便问题。
  从三义村离开，多数人都会选择向东进
入新阳路。经过去年的修整，这条服务周边
二太平、新阳家园等多个村庄社区，沟通崔
寨南北及北部孙耿、太平街道的交通要道，
由过去坑坑洼洼变得平整干净。
  “由于原路破损严重，我们将4.15千米道
路铣刨至路床后重新铺水泥稳定碎石，并铺
设两层沥青，同时还为新路安装了警示牌、
路缘石等，以保证行车安全。”陈伟介绍，
在“四好农村路”建设过程中，济南城建均采用

3D水稳摊铺技术，在摊铺更平整的同时，省去
了人工二次操作，提高了施工效率。
  记者从起步区建设管理部了解到，近年
来起步区高度重视农村路网建设，去年新开
工农村公路72公里，累计建成“四好农村
路”350公里，150个村完成村内道路硬化。
  当日，记者先后驾车到达起步区太平、
孙耿、崔寨3个街道，在超100公里的行程中，
不论是村内道路还是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均
是沥青或混凝土路面，通行顺畅，起步区农
村路网日益完善。

基础设施汇集

乡村振兴合力
  四通八达的农村路网和供排水设施的改
造，均为美丽的村庄环境带来裨益，更多优质
农村基础设施汇集，最终将推动乡村振兴。
  新建的农村幸福院、造型优美的村庄公
园……3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刚刚获批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的起步区太平街道。街道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辖区内现有瓜菜大棚2万余
座，种植面积近4万亩，是省内黄河以北最大
的早春西瓜种植基地，依靠瓜菜种植产业带
动，2022年起步区建设的7个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村中就有4个位于太平街道。
  “膨果期要保证白天气温在30到35摄氏度
之间，昼夜温差大了西瓜才会更甜。”在来
佛寺村北侧的高温大棚内，种了20多年西瓜的

胡小建正在检查西瓜长势。他告诉记者，今年
是第一年种高温大棚，相比普通大棚投资大了
些，但根据往年来看效益更可观，两个大棚预
计总产2.5万到3万斤西瓜，纯利润可达15万元。
  “高温大棚能更早地种西瓜，早上市就
有好价格。保守估计，一亩高温大棚西瓜要
比普通的收益翻3倍。”来佛寺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秦公滨告诉记者，去年该村
依托乡村振兴基金建起了7个高温大棚，面积
约40亩。
  距来佛寺村一路之隔，便是另一个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村阎桥村，该村同样建起了高
温棚。据阎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
其华介绍，8个高温大棚今年预计能为村集体
带来8—10万元收益。
  作为起步区绿色发展基地之一，近年
来，太平街道依托“太平宝”“伴春甜”特色西
瓜品牌、万亩国际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建设等
优势，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提升、耕地保护等乡
村振兴十大行动，一步步鼓起集体经济“钱袋
子”，当前，26个村集体收入超30万元。
  起步区规划定位的新时代现代化田园城
市，既要打造未来新城，也要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记者从起步区了解到，2023年，起步区
将高水平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打造17个农业
产业特色村，持续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推进
建设和美乡村示范区，集中连片打造13个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村，加快塑造田园新城新
优势。

  □ 本报记者 刘飞跃

  近日，《济南市公共文化设施专项规划
（2021—2035年）》草案向社会进行公示。草
案显示，济南市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将形成
“两轴、两带、四核、两副、多点”的布局
结构。“两轴”指南北泉城特色历史文化轴
和东西城市现代文化展示轴。
  具体来看，济南起步区大桥组团与西客
站、老城（商埠、古城、千佛山）以及CBD
奥体中心定位为主文化核心，其中大桥组团
与老城组成了纵贯南北的泉城特色历史文化
轴。此外，大桥组团还是黄河历史文化带与
泉城特色历史文化轴的唯一交汇地带。
  公共文化设施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文化机构开展文化服务的重
要阵地和场所，也是一个地域文明程度的标
志和象征。无论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齐鲁
文化、泉城文化，还是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
服务供给，都需要平台载体。作为展示黄河

文化的重要窗口，济南起步区需要提前布局
建设公共设施，把深厚的文化优势转化为强
劲的发展动能。
  对于泉城特色历史文化轴，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
实施方案》在“功能布局”部分提到，把起
步区逐步建设形成“一纵一横两核五组团”
的空间布局，其中“一纵”是指起步区与大
明湖、趵突泉等济南历史标志节点串联起
来，形成泉城特色风貌轴。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济南新
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发展规划（2021—203 5
年）》则对大桥组团的定位进行了详细阐
述。大桥组团定位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城市
政务服务中心、城市公共文化馆群等公共设
施群。重点发展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等现代
高端服务业，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
  根据该草案，多处省市级公共文化设施
拟规划选址在济南起步区，大桥组团比较集
中。其中，省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了39处，

现状保留（提升）33处，规划新增6处。规划
图显示，山东省图书馆新馆、省市党史方志
馆、山东省自然博物馆、省市规划展览馆、
山东省青少年宫北馆等5处拟选址大桥组团。
  市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48处，现状保留
（提升）33处，规划新增15处，其中5处也选
址在大桥组团，依次为济南市博物馆新馆、
济南市科技馆北馆、济南市档案馆新馆、黄
河大剧院、济南电视塔。
  在区级公共文化设施方面，起步区在大
桥组团规划了区文博中心、区文化活动中心
和区文化艺术中心，这三个中心距离较近，
位于新建济南黄河大桥北侧，一方面能够为
市民提供文化艺术场所，另一方面也将成为
展示起步区形象的地标性建筑。
  此外，区文化活动中心还规划了崔寨副
馆和空港副馆。其中崔寨副馆位于济南黄河
凤凰大桥与黄河大道交叉口位置，距离在建
的济南黄河体育中心和黄河会展中心不远。
三座中心建成后，将带来极大的集聚效应，

为崔寨组团增加人气。
  为了满足未来起步区“新市民”的多种
需求，草案还规划了街道文化中心，推进文
化服务均等化。其中，大桥街道规划了9处文
化中心，崔寨街道规划了6处，孙耿街道规划
了1处，太平街道规划了2处。
  与此同时，按照“以水营城、以文营
城”的理念，济南起步区在大建设大发展过
程中，积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讲好新时代
黄河故事。去年成功举办第二届“黄河文化
季”系列活动，建成全区首家泉城书房，百
年黄河铁路大桥、鹊山纳入全市重点旅游
路线。
  今年，起步区将继续擦亮黄河文化名
片。加大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力度，编制
起步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编纂特
色村村史系列丛书，实施“文化浸润”工
程，组建起步区“文化先行官”志愿服务队
伍，举办黄河文化主题赛事，持续提升“黄
河文化季”活动影响力。

  □记者 胡沥中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8日上午，济南起步区首个特
色商业街区济南·先街一号崔寨商区正式开业运营。
  济南·先街一号崔寨商区是济南先投集团策
划、投资、建设、运营的第一个商业街区，紧邻比
亚迪汽车园区，是起步区服务比亚迪园区建成的首
个商业配套项目，也是起步区内唯一的集装箱文化
商业街区。先投集团项目团队1月中旬完成项目策
划，仅用30天完成街区的箱体组装，10天完成所有
商户洽谈签约，7天完成商户进场装修，充分体现了
“先投速度”，创造了济南市乃至山东省集中式商
业筹备的纪录。
  街区占地6900余平方米，商铺面积2600余平方
米，已有30余家商铺进驻，包含餐饮、超市、药
店、酒吧、茶水吧、美发、驿站等各类业态，集餐
饮、休闲、健康、娱乐为一体，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
元化需求。预计未来2—3年内，能够辐射周边近8万
人口的消费需求，带动200余人实现就业，为商户创
造超千万元的营业额。
  济南·先街一号崔寨商区鲜明的招牌、各式各样
的卡通形象、街区的个性涂鸦，无一不展示着街区
“潮趣十足，活力无限”的主题，符合年轻人“逛
吃”的消费定位，可以丰富比亚迪园区及周边居民的
休闲文化生活。开业当天就引来众多消费者观览打
卡，他们纷纷表示，“没想到在黄河北看到如此潮流
时尚的商业街区，确实非常难得。”“我们看到之前
的开街预告，特意前来打卡，真的不虚此行。”
  下一步，先投集团商业板块团队将以济南·先街
一号为起点，不断丰富商业业态，引入老百姓喜欢的
商业品牌，打造老百姓“喜欢逛，愿意来”的商业产
品，塑造街、市集、社区商业、专业市场、购物中心
等多个产品业态，力争将济南·先街一号打造成起步
区、济南市商业标杆，助力起步区打造成济南市的
“夜上海”、“梦巴黎”。

  □记者 刘飞跃 胡沥中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全面展示济南起步区建设发展成
就，营造凝心聚力、拼搏奋进、加快成形起势浓厚氛
围，更好迎接国务院批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建设实施方案》两周年，济南起步区拟举办专题摄影
展，3月20日起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优秀摄影作品。
征稿截止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
  2021年4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自获批以来，济南起
步区加快推进生态保护、规划建设、产业培育和民生
保障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1+4+16+N”规划蓝
图初步绘就，跨黄通道不断完善，未来新城加快崛
起，签约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项目141个，总投
资3365.3亿元，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据悉，此次摄影作品征集内容重点体现起步区生
态风光，建设发展和历史人文。
  其中生态风光类征集反映起步区黄河、徒骇河等
水系两岸优美生态景观、珍稀动植物品类、黄河第九
弯及鹊华自然风光等题材优秀摄影作品；建设发展类
征集反映起步区聚焦生态优先、交通优先、公共服务
优先，加快绿色智慧新城“拔节生长”的生动形象等
题材优秀摄影作品；历史人文类征集反映起步区在建
设发展和生产生活中团结奋进自信向上的新风貌，及
起步区大地正在上演的“农村变城市、村民变市民”
生动实践等题材优秀摄影作品。

多举措推动

一季度“开门红”
开展生活污水治理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优化农村路网

高标准基础设施塑造田园新城新优势

大桥组团定位主文化核心 满足新市民多样化需求

多处省市公共文化设施拟选址起步区

起步区首个

特色商业街区开业运营

起步区公开征集

优秀摄影作品

□记者 胡沥中 报道
 3月21日上午，起步区太平街道阎桥村新建高温大棚内，村民忙着为西瓜苗进行掐秧打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