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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申红

  近期，济南市经济运行“半年报”出炉。
上半年，济南市地区生产总值为6144.3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192.7亿元，同比增长3.5%；第
二产业增加值1944.7亿元，增长5.6%；第三产业
增加值4007.0亿元，增长5.2%。这份成绩单中，
既有“稳”的态势，又有“进”的潜力。总体
看，上半年济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发展
质量不断提升，民生保障稳步改善，为完成全
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压舱，经济底盘稳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重点行业整体趋稳向好，产销率有所提
高。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0.8%，增速较一季度提高5.7个百分
点，汽车制造业增长4.5%。全市规上工业产销
率为97.0%，高于全省2.3个百分点。

  制造业回升向好，装备制造业有力支撑。
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较一季
度提高0.9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6.9%，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装备
制造产品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长
16.7%；电子计算机整机、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
同比增长11.2%、10.3%。
  高技术制造持续拉动，原材料制造稳步增
长。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8.1%，增速较一季
度提高5.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中，工业控制
计算机及系统、集成电路圆片产量分别增长
68.8%、35.8%。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实
现倍增。
  多项指标较一季度有所提升，充分说明济
南市向上的冲劲十足。

项目深化，投资量增质升

  2024年，是济南市“项目深化年”，项目
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济南市127个省级
重点实施类项目开工率93.7%，累计完成投资
552.30亿元，投资完成率64.7%；2000个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开工率76.12%，当年累计
完成投资1989.87亿元，投资完成率57.05%。
  项目带动投资作用明显。1-6月济南市投
资同比增长0.3%。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
增长较快。全市亿元以上施工项目（不含房地
产开发项目）1619个，同比增长4.2%。其中10亿元
以上项目408个，同比增长9.1%。亿元以上项目计
划总投资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7.9%。从完
成投资情况看，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
长1.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17.8%，占全市投资比重为7.6%。

消费繁荣，市场亮点频出

  央视《三餐四季》寻味济南、书博会第四
次在济南举办……服务业和消费市场，同样可
圈可点。
  1—5月，济南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
收入1736.9亿元，同比增长6.5%。10大行业门类
中，8个门类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27.1亿元，同比

增长1.4%。其中，餐饮收入376.5亿元，增长
7.2%。限额以上书本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2.4%。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
长39.1%。
  绿色商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
位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9 4 . 0 亿元，增长
15.5%。同时，其销售占比也在不断提升。上半
年，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占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
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9.9%，较去年同期占比提
高了1.4个百分点；占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
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3.1%，较去年同期占比提
高了6.1个百分点。
  改革风正劲，扬帆起航“下半程”。7月
23日济南市委常委会会议上，明确了下半年
将加快补齐工作短板弱项，抓好房地产、金
融、建筑、农业、规上服务业、工业、消
费、投资、财政等重点领域工作，提升对重
点企业服务保障水平。同时，注重培育增
量，推动本地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招商
引资质效，加强项目谋划招引与落地建设，
精准发力稳外贸引外资，增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活力。

底盘稳 质量优 亮点多 局面活

济南经济“半年报”中的稳与进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夜幕降临，在济南西部的印象济南·泉世
界，街头艺人演出、夜校、马戏儿童剧等活动
精彩上演；在东部环联1904火车夜市，从灯光
秀到互动游戏再到才艺表演，日均吸引客流超
6万人……据美团大数据分析，今年上半年济
南市夜间消费额同比增长18.5%，夜间消费指数
为634.8，在全国同类型城市中位列第三。
  近年来，济南市大力推动夜间经济规范
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先后被评为“中国
夜间经济十佳城市”“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
城市”，共培育打造市级夜间经济聚集区23
个，印象济南·泉世界、融汇老商埠、阳光
100凤凰街获评“全国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制定印发《关于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围绕打造夜间经济消费场景、丰富夜
间经济消费业态、提升夜间经济配套设施等领
域提出具体工作举措，实现统一规划建设、统
一业态布局、统一协调管理。
  市、区两级政府成立由商务、文旅、城管
等24个部门组成的夜间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建
立“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
度，明确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形
成上下协同、运行顺畅的夜间经济工作推进机
制，系统推动济南市夜间经济发展。
  出台《济南市夜间经济聚集区建设与管理
规范》，引导济南市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业街
区、商圈开展提升改造，“点线面”相结合，打造

“高品质”与“烟火气”并存的夜间经济载体。
  点上出新，智慧化赋能夜间经济创新发
展。依托泉城路全国首批智慧商圈试点建设，
搭建泉城路商圈智慧平台，今年上半年商圈客
流量同比增长18.7%、消费额同比增长22.5%。24
小时经营便利店门店达700余家，其中搭载自
助结算设备的超300家。
  线上出彩，激发商业街区夜间消费活力。
结合商业街区功能定位和优势特点，持续开展
夜间消费场景打造、消费活动组织、消费业态优
化升级等工作。世茂宽厚里打造宽厚夜市，上半
年举办大型夜间经济活动十余场；融汇老商埠

探索夜间网红街区发展路线；阳光100凤凰街推
出知名乐队演出、后备厢市集等夜间项目。
  面上成景，全域联动引燃夜间消费热情。
发起“泉城最系列”评选活动，超10万名网友
评选出10个泉城最亮夜经济地标。集中连片打
造环联1904火车夜市、星河不夜城等8个市级示
范夜市。依托历下区泉城路、CBD商业核心、
天桥区旧工业厂房改造等主城区资源，向县域

及乡村进一步拓展延伸，培育打造长清区三庆
青年城、章丘区明水古城、济阳区众海新天
地、莱芜区天上的街市、钢城区大汶河星光不
夜城、平阴县芳蕾玫瑰园、商河县温泉基地等
商旅文夜间经济集聚区。
  为加强夜间出行交通保障，今年以来延长
100条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串联夜间经济聚集区
开通“文旅巴士”专线，针对奥体中心球赛、演

唱会等大型夜间活动，提供定制出行服务。
  加强夜间灯光亮化美化，以主要道路及重
点区域建筑外立面为载体，打造具有“空间飞
跃”视觉的大型立面亮化屏，实现121栋高层
楼体全景联动、一键控制。
  发布“济南夜间消费指南”和“济南夜经
济攻略地图”，为本地市民和来济游客提供全
方位夜间消费指引服务。

上半年夜间消费额同比增长18.5%

点亮夜泉城 激活夜经济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桂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紧抓全
国首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机遇，创新金
融工作模式、整合各类金融要素、延伸金融服务
链条、强化精准对接力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

“一站式”、个性化金融服务，统筹做好科技金
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
融等五篇文章，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3月，济南高新区一家专营工程机械研
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遇到资金缺口
难题。工商银行济南高新支行金融伙伴团队在
准确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后，靠前服务，为企业投
放1.1亿元流动资金贷款，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济南高新区持续深化金融伙伴机制，已设
立金融伙伴团队19个、特色金融管家团队5

个，引导辖区内银行机构由“坐商”向“行
商”转变。截至6月底，辖区19个金融伙伴团
队已为20个重点项目解决融资需求51.2亿元，
为868家重点企业解决融资需求50.1亿元。
  济南高新区以山东省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
试点为抓手，制定拟上市企业“白名单”管理
办法，针对“白名单”内的企业设立服务专
员，开展资源要素优先保障、疑难问题优先解
决等“一站式”服务。今年以来，组织资本市
场各类宣传培训活动5场，邀请交易所、中介
机构专家走访服务重点上市后备企业10家，累
计帮助拟上市企业解决合规证明开具、企业融
资等各类问题11项，依托科创金融大厦，新设
私募基金9只，认缴规模154.2亿元。目前，济
南高新区挂牌上市企业达125家，今年新增上

市后备企业15家。
  “我们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加工设备研
发、制造，并为客户提供激光加工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扩大生
产规模需要资金支持，济南融资担保集团的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解决融资难题。”该企业负
责人说，济南融资担保集团组建“银担辅导
队”，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以类信用的担
保方式为企业提供了3000万元担保贷款支持。
  “我们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原则，引导地
方金融组织专注主业，合规经营，创新开发服
务实体企业、贴近人民生活的金融产品，提高
金融服务可得性、便捷性。”济南高新区财政
金融部金融和国资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海锋介
绍，目前辖区有6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14.5亿

元，累计发放贷款14 .54亿元；有4家担保公
司，注册资本45.15亿元，融资担保在保余额
215.26亿元；有4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注册资
本7亿元，累计投资金额46.83亿元。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质效，3月22日，
济南高新区“园区通”科创金融智慧服务平台
发布。该平台全面整合了数据、政策、金融、
人才等企业发展要素，科学运用人工智能、区
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形成了“148X”的基本
架构，建设了数据通、融资通、政策通、服务
通四大模块和八大服务平台，在数据畅通的基
础上，实现企业融资畅通、政策畅通和服务畅
通。目前，该平台注册企业用户超3000家，进
驻金融机构92家、服务机构293家，上线银行贷
款、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产品210款。

济南高新区统筹做好五篇“金融文章”

  □记者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5日，济南市历下区迎来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盛宴——— “泉在济南过
暑假，泉在九里等你来”主题活动。随着现场
一声洪亮的锣声敲响，“泉在九里”街区正式
开街。
  “泉在九里”街区名字从何而来？“泉”
是济南的灵魂，因为柒坊巷周边名泉汇聚；
“九”与“酒”谐音，传达出泉城济南的亲
和、热情、好客；“里”既是街坊巷弄，也是
故里家乡，代表着历山之下的传统文化与绵绵
烟火气。
  “泉在九里”街区是历下区在山东手造济南
展示体验中心、柒坊巷与芙蓉街连接位置打造的
一个全新文商旅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完美串联起
柒坊巷与芙蓉街两条充满活力的商业街区，打造
出集文化传承、商业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
合性文旅区域。
  街区将创意集装箱商业、艺术装置、新消
费场景有机结合，集日咖夜酒、创意市集、手
造工艺、次元生活等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
体验于一体，连接芙蓉街、柒坊巷、手造中
心，让传统商业街区与新生活方式融汇共生，
不断强化“老济南的幸福感”和“新济南的体
验感”，创造文旅空间的新活力与新玩味，为
市民和游客带来“轻玩”和“慢活”的双重
体验。
  目前，街区正在推动“手造＋”与“文旅
＋”深度融合，力求将“山东手造中心＋柒坊巷
＋泉在九里街区”打造成文化、商业融合发展的
新地标、新高地，不断推动街区“流量”升级为
文化传播的“声量”、旅游消费的“增量”，切
实为济南文旅产业、手造产业的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
  正值暑期，“泉在九里”街区以文化搭桥，
通过情景、展演将手造文化与城市历史底蕴融合
呈现，与山东手造济南展示体验中心、柒坊巷、
芙蓉街、曲水亭街、百花洲互联贯通，形成了一
条让市民游客穿越千年，沉浸式品读泉城“风
雅·宋”的主题旅游线路。

串联柒坊巷和芙蓉街

历下区“泉在九里”

街区开街

  □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程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
获悉，济南多措并举做好助学工作。近年来，
以“实现贫困家庭学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
资助全覆盖”为目标，济南市坚持兜底线、补
短板、强弱项，以政府助学为主，学校、金融
机构、社会捐助等共同帮扶，建立了涵盖
“奖、助、免、补、贷、减”等形式的教育资
助体系。去年，济南共投入各类资助资金5.78
亿元，资助困难学生17.29万人。
　　在学前教育阶段，设立政府助学金，资助

标准按照每生每年平均1200元。对脱贫享受政
策、防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重点困境、残疾、低保、特困救助供养等
儿童，免除保教费。
　　在义务教育阶段，设立学生生活费补助，
资助标准为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每生每年800元。
　　在普通高中阶段，设立国家助学金，资助
标准为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对脱贫享受政
策、防返贫监测帮扶对象、低保、特困救助供
养、残疾等学生免除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

　　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在籍在校学生全部
免除学费。设立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
年平均2000元，资助范围为全日制正式学籍
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成绩优异的中职学生可申请
国家奖学金。
　　高等教育阶段的资助形式更为多样，包
括：“助”，为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
学金；“免”，脱贫享受政策、防返贫监测帮
扶 对 象 家 庭 大 学 生 ， 可 免 除 部 分 学 费 ；
“奖”，对品学兼优学生设立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和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贷”，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
政承担。此外，设立退役士兵和毕业生艰苦行
业就业学费补助或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和“绿
色通道”等，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保驾护航。
　　强化学生资助政策实施。资助对象认定更
精准，对脱贫享受政策、低保、特困救助供养
等11类学生认定为“特殊家庭困难学生”，无
需申请、无需提交证明材料、无需公示，让困
难学生“无感”优先享受资助。

去年济南投入5.78亿元资助17.29万名困难学生

  □记者 孙业文 报道
  畅饮新鲜纯正的精酿啤酒、享受地道的美食小吃、欣赏精彩绝伦的演出……7月26日，“泉城购”夏日主题促消费活动暨2024济南精酿啤酒节在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启，一场持续一个月的啤酒节将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打卡。近年来，济南市高度重视夜经济的发展，将其视为提
升城市经济活力、增强城市吸引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举办啤酒节、音乐节、烟火市集、非遗展演等活动，打响文旅品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生机和活力。

  □记者 孙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30日，济南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济
南市积极推动“类海外”环境建设，不断完善城
市国际化设施，提升涉外服务效能，吸引集聚国
际化人才，三年共打造“类海外”环境项目
116个。
  其中，涉外服务港24个，国际人才俱乐部8
个，国际化社区9个，国际友城花园10个，国际
化教育环境学校10所，国际医疗服务标准化单位
5个，外籍人士之家12个，国际语言环境项目18
个，中外友好交流项目20个。
  目前，济南已出台《济南市打造“类海
外”环境行动计划（2021— 2023 年）》和《济
南市“类海外”环境建设提升行动三年计划
（2024—2026年）》，形成了区县、市直有关部
门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协同
推进的工作格局。
  济南先后发布实施《国际化社区建设与管
理通用指南》等六项济南市地方标准，并出台
《打造高品质“类海外”人才环境实施细
则》，将“类海外”环境纳入市“海右人才”
一体建设，纳入市人才政策“双30条”一并
支持。
  下一步，济南市委外办将对标国内先进城
市，结合济南实际，围绕宜业、宜居、宜学、宜
医、宜乐、宜融等6个方面，继续推进“类海
外”环境建设。

济南三年打造

“类海外”环境项目116个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9日，济南市教育局公布

了高中阶段学校第三批次招生录取情况，本批

次共有1208名考生填报志愿，录取636人，其中

普通高中录取436人，职业院校录取200人。至

此，济南市普通高中学校和各类高等职业教育

院校录取工作结束，尚有招生计划余额的中等

职业教育学校将于8月28日至29日进行征集志愿

录取工作。
  据介绍，第二批次志愿录取结束后，面向市

区招生的学校有10所高中剩余2752个招生计划，

其余学校全部一次性录满计划，并且有超计划录

取情况。
  根据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日程安排，第

三批次志愿于7月25日填报，7月25日至28日录

取。济南中学（铁一校区）录取分数线为496

分，录取33人，超计划2人；山东省济钢高级中

学兴隆校区录取分数线为514分，录取31人，完

成招生计划。而像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等均有

剩余招生计划。
  记者了解到，本批次录取后，尚有招生计

划余额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将进行征集志愿录

取工作。未被录取且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于8

月2 7 日前登录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

（www.jnzk.net），查询有剩余招生计划的普通

中专学校、职业中专学校，了解剩余计划及专

业情况，选择志愿学校后到校登记。每名考生

只能选择一所学校登记。8月28日至29日招生学

校通过录取平台检测考生信息，符合录取条件

的办理录取手续。8月29日后由学校通知考生录

取情况，考生也可与学校联系确认。征集志愿

按照“依据志愿，分数优先”的原则进行

录取。

普通高中阶段学校

录取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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