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沥中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充分挖掘辖区文化人才资源，进
一步深化“文化先行官”品牌建设，推动文化人才工
作走深落实，日前，起步区举行首批“文化先行官”
授牌仪式。
  据悉，起步区首批“文化先行官”志愿服务队伍
自招募以来，共有96 名志愿者报名参与，其中书画
社 45 名、戏曲社 44 名、舞蹈社 7 名，在广场舞大
赛、“我们的村晚”等系列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为起步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文化先行官”授牌仪式的举行，标志着起步区首批
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成立，将进一步推动文化志愿服务
工作向体系化、专业化发展。
  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对于凝聚基层文化资源，健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首批“文化先行
官”将勇当文化先锋，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将优质的文化资源送至群众家门口，满足辖区群众多
元化的文化需求。
  下一步，起步区宣传文化部将牢牢树立“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理念，强设计、搭平台、优服务，扎实
推进起步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举办“我们的村
晚”巡回展演、“全民阅读节”“文化惠民消费季”
“你点我送”文化走亲等群众喜闻乐见文化活动，凝
聚辖区文化人才资源，筑牢文化传播阵地，助力文旅
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胡沥中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 月9日，起步区首次将数字人民
币应用在财政支付领域。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为
预算单位晏阳初中学成功办理了一笔以数字人民币向
个人付款的业务，成为济南市首个实现数字人民币财
政拨款业务的区县，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在起步区试点
应用场景建设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数字人民币是数字财政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也
是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自济南市开展数
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以来，起步区财政金融部高度重
视，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财政领域的推广应用。在
数字人民币财政拨款业务推进过程中，市财政局给予
起步区大力支持和指导，仅历时10 天就成功完成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测试和正式
运行，打通财政资金数字人民币拨付渠道，实现了数
字人民币在财政支付领域的新突破。
  下一步，起步区财政金融部将加快数字人民币试
点推广工作，继续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民生服务、非税
收入征缴、罚没款收缴等领域实施落地，积极探索、
创新丰富和助力拓宽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方向，为起步
区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广泛的
应用场景。

  □记者 刘飞跃 胡沥中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影谱投资签约仪式在济南举
行。影谱科技集团将在起步区建立元宇宙中国总部，
充分发挥元宇宙、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在赋能实体经
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作用，携手济南打造
新生代科技创新区域，用一场“双向奔赴”实现人工
智能产业与城市更新的互生互长。
  济南起步区自设立以来，坚持绿色化、智能化方
向，确立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细化了“6+4+2 ”产业
主攻方向，加快集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构建高端
高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重大项
目引领带动、优质产业集聚成势的发展格局。
  元宇宙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前沿领域，
属于起步区产业主攻方向之一，十分契合起步区当前
产业发展需求。
  影谱科技集团党委书记姬晓晨在致辞中表示，抢
抓元宇宙发展新机遇，是全面拉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影谱科技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产业技
术渗透率，充分发挥好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赋能实
体经济，为起步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记者 刘飞跃 胡沥中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 月7日，济南黄河国际
会展中心首期项目正式迎来交付，一期展馆
的世界首展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右图）。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净展面积51 万
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净展面积最大、
全球综合规模最大的会展中心，具备承接
APEC、G20 等国际峰会的能力，助推济南
产业转型和跨越式发展。其中，一期项目净
展面积近25万平方米。
  据悉，首期交付内容包括登录厅和N2
至N7 六个展馆，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
加快打造成为世界级综合性会展中心，成为
连接济南与世界的窗口以及济南争创国家中
心城市的重要平台和战略支点，助力济南打
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国际会展名城。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全面投入使用后
将使济南会展接待能力大幅提升，以每年70
余场大型展会、800 多万观展人潮、数百亿元
年产值等强大经济效应，成就国内一流会展
产业集聚区。同时将吸引大批国内外企业落
地起步区，带来大规模的技术流、信息流与人
才流，带动周边酒店、餐饮、商场等产业的发
展，直接提供就业岗位数超过1万个。

  □ 本报记者 申红 刘飞跃 胡沥中

  桥隧建设一小步，省会北起一大步。在
G104 京岚线济南黄河公路大桥合龙现场，济
南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济南起步区范围内有多条跨黄桥
隧在建和即将启动建设，未来平均2 . 2 公里将
有一处，助推济南从“大明湖时代”向“黄
河时代”阔步迈进。

航天大道隧道年内开建

  据悉，上述在建的过黄桥隧分别是齐鲁
大桥、黄岗路隧道、G104 京岚线济南黄河公
路大桥、 G308 济滨高铁桥。其中，主跨420
米的齐鲁大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度网状吊杆拱
桥，项目计划2024 年建成通车，是连接南岸
济南西站和北岸桑梓店组团的南北向交通性
主干道。
  G104 京岚线济南黄河公路大桥计划2025
年建成通车，是济南二环东路快速路的跨黄
通道，是济南老城区、东部新城副中心重要
的对外通道。G308 济滨高铁桥计划2026 年建
成通车，其中济滨高铁通道为济南至滨州城
际高铁的跨黄河通道；G308 通道主要解决大
货车穿行起步区问题，是支撑内陆港组团间
货运的重要跨黄河通道。
  黄岗路隧道计划2027 年建成通车，是黄

河两岸核心区近距离交通联系通道，主要服
务药山片区与起步区桑梓店组团、大桥组团
的联系。航天大道隧道计划今年启动建设，
是联系遥墙机场和起步区崔寨北的重要
通道。
  济南境内黄河全长约183 公里，目前已建
成及规划建设的过黄河通道共34处，其中已建
成通道有16 处。济南起步区范围内共规划19
处，平均2 . 2 公里一处，其中现状通道9 处，在
建4处，年内开工建设1处，规划建设5处。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一级调研员刘圣
元介绍，项目建成后，济南市过黄通道建设
密度将与南京、杭州、上海等拥河发展城市
相当，为济南市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省会
“北起”、助力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全
面起势提供强力交通支撑。

完善跨黄慢行交通功能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除了在建4处桥隧
和年内开工的航天大道隧道外，济南起步区综
合考虑大桥组团城市副中心示范区发展需要，
已会同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提前启动了奥
体西路、鹊山市政桥两处通道的有关工作。
  其中，奥体西路通道定位为区域性南北
向通道，主要服务起步区都市阳台、南岸华
山片区和CBD 片区，建成后有利于加强起步

区与东部城区交通联系。奥体西路通道采用
隧道形式敷设，有望明年开工建设。
  同时，济南起步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黄河
两岸居民的慢行交通需求，把慢行交通作为
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筹划推
进。目前在跨黄慢行交通组织上采取三种形
式来完善慢行交通功能。
  第一种形式是复合，已经建成的凤凰大
桥、济南黄河大桥、建邦黄河大桥、济阳黄
河大桥，正在建设的齐鲁黄河大桥均在满足
车行需求的同时配置了慢行功能。第二种形
式是改造，在建G104 京岚线济南黄河公路大
桥完工后，原济南黄河大桥将改造，为非机
动车和行人通行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另外，第三种形式是专设，在已有规划
通道的基础上，新增启动鹊山市政桥研究；
同时，济南起步区也在谋划增加药山桥、华
山桥两处慢行通道桥。根据建设计划，鹊山
市政桥拟于2024 年下半年启动建设，建成后
可彻底解决周边群众慢行出行问题。

规划五横九纵轨道交通骨架

  新城崛起，交通先行。济南起步区建设管
理部部长郑兆宇介绍，济南起步区发展第一步
就是要突破黄河阻隔，通过跨河通道加速黄河
两岸融合，形成“桥隧起步开新局”的气势。同
时，济南起步区也正在加快推进承接桥隧的骨

干路网建设，助力构建“全市交通一张网”的发
展格局。
  打通南北交通主轴。龙湖立交完成建
设、G309 起步区段实现改造提升，打通了黄
岗路隧道和济泺路隧道北去起步区城市副中
心的通道；规划建设二环东路北延、鹊华东
路，实现二环东高架路直达起步区城市副中
心核心区；规划建设凤凰北路西延，实现凤
凰大桥与崔寨、大桥组团的高效互连。
  强化东西交通衔接。黄河大道一期工程
青银高速以南路段已建成通车，青银高速以
北路段建设正在加快推进；黄河大道二期计
划年底开工建设，黄河大道全线将串接黄岗
路隧道、济泺路隧道、凤凰大桥等过河
通道。
  除骨干路网外，起步区在轨道交通、组
团和园区配套道路等方面持续发力。轨道交
通方面，规划“五横九纵”轨道交通骨架，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轨道7号线及至济阳区（起
步区）有轨电车建设。同时，做好与全市轨
道交通线网的衔接，纳入全市轨道交通三期
建设规划。
  组团配套方面，继续推进新材料产业园
基础设施工程、国际标准地三期（济太
路）、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基础设
施二期等120 余公里园区配套道路建设；大桥
水厂及热源厂周边道路、大桥安置区配套道
路等30余公里道路计划年底前开工。

  □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刚刚主桥合龙的G104 京岚线济南黄河公
路大桥，是通往济南起步区大桥组团的重要
通道，大桥的北侧是济南市新的城市副中
心，这里也是济南起步区聚力打造的新时代
现代化田园城市。大桥组团则是济南起步区
重点发展的五大城市组团之一。
  根据省政府印发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起步区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大桥
组团定位为济南城市副中心，建设城市政务
服务中心、城市公共文化馆群等公共服务设
施群。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科技研发、商务
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积极引
进大型央企、世界500 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
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或国际销售网络，搭
建产业金融、科技金融创新平台，打造总部
经济集聚区。
  近日，记者从济南起步区获悉，作为大
桥组团的核心区域，城市副中心示范区建设

已经启动。示范区规划总面积约 12 平方公
里，规划范围北至中央绿谷、南至鹊山水库
北边界、东至京沪高速、西至济泺路北延。
其中，建设区4 . 8 平方公里，配套约7 . 2 平方
公里生态功能区，形成“一心四片”空间发
展格局。“一心”指鹊山生态文化区，“四
片”指总部经济区、都市阳台、科研办公
区、科创金融区。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委会建设管
理部部长郑兆宇介绍，随着济南市和济南起
步区国土空间规划一系列成果支撑以及大桥
街道空间整合的有力推进，城市副中心示范
区规划建设已经从前期规划策划转入开发建
设阶段。
  按照“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重点突
破”的开发建设思路，济南起步区先期将重
点打造鹊山生态文化区、总部经济区、都市
阳台，逐步做好科研办公区、科创金融区规
划策划及开发建设。
  其中，鹊山生态文化区规划面积7 . 2 平方

公里，结合大型园林园艺博览会活动，塑造城
市园林精品，延续济南传统山水轴线，打造
融城市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为一体的
现代城市公园。
  总部经济区规划面积1 . 3 平方公里，瞄准
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集聚区域型
总部、成长型总部和创业型企业，定位为“沿黄
总部经济高地”。都市阳台规划面积1 . 7 平方公
里，依托轨道交通7 号线建设TOD 交通枢纽，
布局国际教育、品质住宅、国际交流中心和高
端消费设施，打造“沿黄文化客厅、创享活力窗
口、绿色低碳社区”，形成展示泉城现代化、国
际化形象的新窗口。
  科研办公区规划面积0 . 9 平方公里，以科
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服务为重点业
态，精心打造集行政办公、科研办公、专业
服务、人才公寓、高端酒店、配套商业等为
一体的创新综合体，打造“黄河流域绿色低
碳科技创新策源地”。
  科创金融区规划面积0 . 9 平方公里，聚焦

科创服务、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业态，大
力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区域总部、功能性总
部，打造“黄河流域金融创新试验区”。
  郑兆宇表示，目前城市副中心示范区建
设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在
建设时序上，按照“一年立框架、三年出形
象、五年创示范”的建设目标，到2025 年，
示范区主体框架基本建成。
  其中，示范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跨河
通道将达到5处，总部经济区及都市阳台东组
团、中组团城市形象基本形成，鹊山生态文化
区（一期）达到开园条件，城市服务功能趋于完
善。到2027 年，示范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跨
河通道达到 7 处，交通更加畅达、生态更加优
美、产业更加成熟、城市更加现代、生活更加美
好，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区典范。
  随着城市副中心示范区建设的不断推
进，到G104 京岚线济南黄河公路大桥通车之
时，市民开车行驶在大桥之上，一座正在崛
起的现代化新城也将呈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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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形成“一心四片”空间发展格局

城市副中心示范区转入开发建设阶段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首期交付

  □记者 胡沥中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起步区非遗联盟成立。据了
解，该联盟是起步区设立的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社会团体，联盟会员共有12 名非遗传承人，
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力共创”为宗旨，对
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起步区宣传文化部将积极探索非遗保护
传承新路径，以资源共享、社区共建、家校共育为目
标，加快推进传统手工技艺、传统舞蹈、传统美术等
资源转化，打造一批集展示、展销、培训为一体的非
遗保护空间，提升起步区非遗保护活力。

起步区非遗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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