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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市政府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

济政发 〔２０１８〕３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市政府领导成员工作分工已经市政府

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

王忠林同志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分

管市审计局。

徐 群同志负责机构编制、财政税

务、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环境保护、交

通运输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规

划局、市城乡建设委、市城管局 （市城

管执法局）、市环保局、市城乡交通运输

委、市人防办、市住房保障管理局 （市

城市更新局）、市地震局、市政府资金结

算中心、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济南

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筹），总体协

调济南高新区管委会、济南国际医学科学

中心管委会。

联系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邮政管

理局、济南铁路局、民主党派、航空公

司、邮政公司。

卢 江同志负责综合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

协助市长分管审计工作。分管市发改

委 （市粮食局、市物价局）、市卫生计生

委 （市中医药管理局）、市统计局、市政

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市史志办、市社

会经济调查局、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管

委会。

联系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

吴德生同志负责社会稳定、法治建

设、民族宗教、打私、民兵预备役等方面

的工作。

分管市司法局、市民族宗教局、市信

访局、市政府法制办 （市政府行政执法

监督局）、济南仲裁办。主持市公安局工

作。

联系市国家安全局、驻济部队、武警

部队。

王京文同志负责农业农村等方面的工

作。

分管市城乡水务局、市农业局 （市

畜牧兽医局）、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市

供销社、市南部山区管委会。

联系市气象局、市水文局、济南黄河

河务局。

王桂英同志负责民生和社会事业等方

面的工作。

分管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市文化执法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食安办）、市体育局、市机关事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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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市档案局、市老龄办、济南社科

院、济南广播电视台。

联系市妇联、市文联、市社科联、市

残联、市红十字会、驻济高校、社会团

体、老年大学。

李自军同志负责市政府机关、发展战

略研究、商务、外事侨务、投资促进、政

务公开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政府办公厅、市商务局、市外

侨办、市政府研究室、市金融办 （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市投资促进局、市政府

口岸办。

联系市侨联、市台办、市贸促会、市

工商联、济南海关、济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边检及驻济金融机构、保险机构、证

券机构。

孙 斌同志负责产业经济、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技局、

市安监局、市旅发委、市国资委、市工商

局、市质监局、市政府应急办、济南高新

区管委会、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市总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

烟草专卖局、盐业公司、供电公司、联通

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铁塔公司、

石油分公司、油气管道单位、驻济科研机

构。

毛华铭同志负责市政府日常事务工

作。

上述市政府领导成员的分管部门同时

包括未单列的部门直属机构和所属单位。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九批济南市突出贡献技师

名单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１８〕３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加快我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广大技能劳动者学技术、比贡献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根据我市高技能人才选拔管理有关规定，经选拔评审，确定于丛庆等１００
名同志 （名单附后）为济南市第九批突出贡献技师，现予公布。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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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批济南市突出贡献技师名单
（１００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丛庆 男 山东新闻大厦 中式烹调师

马　建 男 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保安员

马伟娜 女 泉城 （香港）派克森美容有限公司 美发师

马振平 男 济南黄河河务局济阳黄河河务局 河道修防工

王元臣 男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动力部 加工中心操作工

王加宁 男 济南嘉宁机械有限公司 数控车工

王传建 男 山东润华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王建红 女 山东冠世针织有限公司 服装制作工

王原野 男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管道工

王继彦 女 山东冠世针织有限公司 织袜挡车工

王循东 男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尹明玉 男 山东凯瑞餐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式烹调师

邓新建 男 山东冠世针织有限公司 纺织设备保全工

石爱荣 女 济南市汉唐茶艺职业培训学校 茶艺师

付廷伟 男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铸造工

白志强 男 山东润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邢攸恩 男 济南奇美美发美容厅 美发师

毕爱胜 男 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 遗体整容师

乔树政 男 章丘华明水泥有限公司 钳工

刘　亮 男 济南宝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刘　峰 男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管道工

刘　强 男 山东金德利集团天桥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中式面点师

刘　震 男 山东鲁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刘公宪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汽车修理工

刘丽丽 女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 服装设计定制工

刘丽霞 女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化学检验工

齐建明 男 济南车顺通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许　可 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阳县供电公司 维修电工

许士远 男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铸造工

许朝志 男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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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亮 男 济南第九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物流师

孙　锐 男 济南润声鸿锐商贸有限公司 钢琴调律师

杜晓冰　女 山东冠世针织有限公司 纺织面料设计师

李　军 男 潍坊宏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工程分公司 高分子防水卷材防水工

李　虎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汽车修理工

李　然 男 山东技师学院 化妆师

李　翠 女 济南职业学院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李长恩 男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泵站运行工

李华夏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中式烹调师

李兴乾 男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电子计算机调试工

李启瑞 男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操作工

李承峰 男 济南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冷作钣金工

李娜娜 女 银座泉城大酒店 中式面点师

李晓华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焊工

李授忠 男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式烹调师

李绪月 男 山东润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李道磊 男 中国重汽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部件制造部 数控车工

李新国 男 济南市天桥区熊大鱼餐厅 中式烹调师

杨光玉 男 济南金钟电子衡器股份有限公司 焊工

时召萍 女 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养老护理员

吴春燕 女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 服装设计定制工

邱　峰 男 济南冠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钳工

辛洪强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钳工

宋怀旭 男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制造工

张　军 男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

张　丽 男 济南历下莎菲莉美发中心 美发师

张　强 男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车工

张　鹏 男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烟机设备修理工 （包装）

张　睴 男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

张广恒 男 山东润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喷漆工

张立珍 女 济南徐记凤栖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张再升 男 山东润华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喷漆工

张建智 男 山东省委党校总务处 美发师

张恒美 男 联通济阳县分公司 电工

张福伟 男 济南时代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焊工

陈　涛 男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炼钢厂 天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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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霞 女 济南市佳姿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

陈　曦 男 济南历城区舜意大酒店 西式面点师

陈华庆 男 中国重汽 （香港）有限公司变速箱部 数控车工

陈安庆 男 山东凯迪坤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陈富壮 男 济南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焊工

罗广锋 男 山东润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周长涛 男 济南圣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电工

周晓庆 男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设备保全工

单诵军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中式烹调师

赵　鹏 男 山东东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焊工

赵修祥 男 济南四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电工

赵晓 女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泵站运行工

段三青 男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维修电工

侯卫芹 女 济南市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师

侯召辉 男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铸造工

贾相波 男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夏远志 男 济南三千茶农职业培训学校 茶艺师

夏晓凤 女 山东水泥厂有限公司 化学分析工

高兆柱 男 济南市天桥区恩华通讯器材维修中心 用户通讯终端维修员

郭天赐 男 济南握奇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用户通讯终端维修员

唐玉选 男 山东福特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工

展光国 男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铸造工

黄晓鹏 男 山东技师学院 平版印刷工

常　慧 女 济南香饽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共营养师

梁立民 男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烟机设备修理工 （包装）

董明明 女 济南艾妮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

董家岩 男 济南市平阴县玛钢厂 铸造工

韩　永 男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烟机设备修理工 （卷接）

韩长军 男 济南市技师学院 数控车工

韩延峰 男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钳工

廉　伟 男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铸造工

静玉浩 男 山东冠世针织有限公司 机修钳工

樊林林 女 济南历下莎菲莉美发中心 化妆师

魏军力 男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薄板厂 金属轧制工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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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设计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１８〕５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 《济南市城市设计试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

济南市城市设计试点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年７月，我市入选全国城市设
计试点城市。为全面提升城市设计水平，

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认识、尊重、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切实增强城市设计在

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城市景观风貌以

及体现城市地域特征、民族特色、时代风

貌的引领作用，创新城市规划管理，塑造

城市特色风貌，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二、工作目标

以城市设计试点工作为契机，健全城

市设计编制体系，创新建立城市设计管理

机制，探索信息化技术在城市设计中的有

效应用，大力推进城市设计实施项目，全

面提升城市设计和规划管理的精细化水

平，促进城市功能完善与环境品质提升，

进一步彰显 “山泉湖河城”相融合的泉

城特色风貌，打造与山东经济文化强省相

适应的现代泉城形象。

（一）创新城市设计管理机制。在完

善城市设计编制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可操

作性强的城市设计管控政策措施，健全城

市设计管理机制，将城市设计要求切实落

实到规划管理全过程，全面提升城乡规划

建设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二）提高城市设计信息化水平。积

极探索、大力推广科学适用的城市设计信

息化技术方法，建立城市设计综合管控平

台，充分利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将城市设

计成果转化为数字信息模型，有力辅助规

划管理决策。

（三）打造一批高质量城市设计项

目。针对城市总体风貌、重点地区以及环

境景观要素，分类编制一批有全国影响

力、高水平的城市设计成果。推动一批城

市设计实施项目落地见效，打造形成一批

精品城市空间，促进城市环境品质与风貌

形象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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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按照相关要求，有效发挥试点城市典

型示范作用，推进以 “一套体系、一个

平台、一批项目”为重点的 “三个一”

工程。

（一）建立健全城市设计编制、管

理、实施体系。

１．完善城市设计编制体系，系统推
进城市设计编制。结合我市实际，建立与

城市规划相衔接的分层编制的城市设计体

系。通过实施总体城市设计构建顶层城市

设计框架；系统开展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逐步实现城市中心区、特色风貌区及重要

功能区的城市设计全覆盖；根据城市或特

定地区实际情况及需要编制专项城市设

计，为相关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设管

理提供指引。注重城市设计工作的系统

性、传递性和实效性，突出自身重点，强

化分层传递，促使设计意图逐级深化提

升。

２．建立城市设计制度体系，规范城
市设计管理。结合我市实际，创新工作思

路，进一步规范城市设计组织编制、审查

审批程序，统一编制技术标准，明确成果

内容和深度要求，建立法规规章、规范标

准、技术指引三个层面的制度体系，为城

市设计的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建筑保护管

理制度体系。

３．健全城市设计实施体系，强化城
市设计落实。借助现有城乡规划编制管理

体系，分层次探索城市设计实施的法定化

路径。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衔

接并纳入总体城市设计所确定的核心管控

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将重点

地区城市设计成果核心管控要求与控规指

标体系及管理要点充分融合。逐步优化规

划管理审批流程，强化城市设计管控实

施，确保城市设计有效应用到规划条件、

方案审查、规划核实等建设项目规划管理

全过程。

（二）加快推进城市设计综合管控平

台建设。推进城市设计成果建库及应用维

护工作，建立二三维一体化的城市设计综

合管控平台，形成融合城市设计要素的城

乡规划 “一张蓝图”，辅助规划管理应

用，展示城市形象及特色空间，提升城市

空间综合分析能力，有效服务城市各类建

设项目审批，为打造精品规划、实施科学

管理提供有力技术支持。相关县区可根据

各自实际开展城市设计信息平台建设工

作。

（三）开展一批城市设计编制、实施

示范项目。

１．大力开展城市设计编制工作，引
领城市建设。以 “总体城市设计 ＋重点
地区城市设计 ＋专项城市设计”的城市
设计编制框架为基础，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项目开展城市设计编

制及示范工作，并围绕塑造城市空间特

色，加强规划研究。

（１）总体城市设计。着力推进我市
总体城市设计，在宏观层面确定风貌定

位、空间景观等方面的控制要求。

（２）重点地区城市设计。以城市中
心区、特色风貌区及重要功能区为重点编

制城市设计。城市中心区要着力推进中央

商务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城市副中

心、新东站、孙村次中心、崔寨中心区、

孙耿中心区、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城市设计

等。城市特色风貌区要着力推进大明湖、

环城公园 “一湖一环”概念规划及城市

设计，以及泉城风貌带 （千佛山至大明

湖）、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芙蓉街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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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洲和将军庙历史文化街区、商埠区城市

设计等。城市重要功能区要着力推进长清

大学城重点地区、济钢地区 （工业遗

产）、彩石片区、经十路沿线、北园高架

沿线、轨道沿线核心地段城市设计等。周

边县区分别开展章丘赭山片区、平阴城

区、济阳老城区、商河西城区城市设计

等。

（３）专项城市设计。着力推进中心
城山体周边设计导则、中心城滨水空间设

计导则、街道设计导则等编制。深化提升

中央商务区等重点地区专项设计，实施重

点地区色彩、景观等专项设计编制。

（４）规划研究。针对当前存在的
“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等问题，挖掘和

彰显济南城市特色，加强人居环境宜居

性，在城乡规划、景观生态、建筑设计、

人文历史、环境艺术等方面进行专题研

究，提出突出济南城市特色的思路、目标

和政策措施。完成城市特色研究报告和地

域文化传承与创新专题研究。

２．开展以城市设计为指导的项目实
践，体现实施效果。结合 “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试点工作，以近期重点项目

为抓手，选取街道整治更新、滨水空间提

升、夜景亮化、广告牌匾整治、历史文化

保护利用、新区建设等项目为示范试点，

积极开展城市设计试点示范区建设，发挥

城市设计的引领作用，指导重点项目建设

实施，并将城市设计理念传导到具体建设

项目，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切实改善城市

风貌。

（１）街道更新提升。与 “拆违拆临、

建绿透绿”等工作紧密结合，以城区部

分重点街道作为试点编制整治设计，着力

提升沿街立面景观，优化街道两侧公共空

间。

（２）滨水空间景观提升。选择部分
河流水系为试点，结合生态修复，增加公

共空间，提升滨水地区环境品质。

（３）广告牌匾整治。依据 《济南市

户外广告和牌匾标志专项规划》（济政字

〔２０１７〕４０号），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做
好规划组织实施工作。

（４）夜景亮化。以大明湖、环城公
园 “一湖一环”为重点区域展开景观照

明规划，打造核心景观亮化区域。

（５）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实施。以中
央商务区、西客站、商埠区和城市更新重

点区域的城市设计指导重点地区建设，形

成可体验城市设计成果的亮点区域。

四、实施步骤

（一）计划实施第一阶段 （２０１８年２
月１０日—６月３０日）。在前期准备工作
的基础上，按照重点任务与责任分工，编

制城市设计项目，启动城市设计实践项

目，完成相关课题研究以及城市设计相关

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

（二）计划实施第二阶段 （２０１８年
７—１２月）。按照重点任务与责任分工，
全面落实试点工作各项任务，加强城市设

计纳入规划审批流程管控工作，并完成城

市设计综合数据平台建设。

（三）示范推广阶段 （２０１９年 １—５
月）。打造风貌特色鲜明的试点示范区，

总结试点经验，建立长效机制，并遴选优

秀城市设计案例，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试

点工作成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技术指导。市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暨城市设计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城市设计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协调落实。各县区要建立相应工作推进

机制，扎实做好城市设计试点工作。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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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委员会下设城市设计专家委员

会，邀请国内规划、建筑、名城保护、景

观等领域专家，做好城市设计技术指导、

城市设计方案决策咨询、典型示范项目评

定等工作。

（二）分类有序组织推进。市政府有

关部门、各县区政府、市级各投融资平台

按照 “属地主导、分类推进”的原则，

每年根据城市建设情况，制定实施计划和

年度任务，有计划、有节点、分步骤推进

城市设计工作。其中，城市总体层面城市

设计、跨区域和重要特色意图区城市设计

由市规划局组织编制；城市通则类专项城

市设计由市规划局会同有关专业部门组织

编制；城市中心区和侧重开发的城市重点

地区城市设计由相关区政府或市级投融资

平台与市规划局共同组织编制。各县城市

设计由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三）引导社会各方支持参与。加大

城市设计工作宣传力度，努力形成社会力

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整体合力，共同

推进城市设计工作健康发展。城市设计方

案应进行专家论证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经批准的城市设计要予以公开展示，接受

公众监督。鼓励和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设

计单位、设计师参与济南规划设计，提升

城市设计质量和水平。

（四）强化经费投入和人才培养。市

财政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各县区政府、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管委会 （筹）、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

心管委会、市级相关投融资平台要按照各

自职责增加经费投入。要对标先进城市抓

好学习交流，采取专家论坛、中短期培

训、实地考察、与高水平设计院合作等方

式，组织规划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学

习城市设计前沿理论，优化知识结构，增

强综合素质。

附件：济南市城市设计试点工作责任

分工 （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

暨 “十大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１８〕８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 《济南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暨 “十大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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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
暨 “十大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年７月，我市入选全国第三批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以下简称 “城市

双修”）试点城市。为扎实做好 “城市双

修”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山体生态修复

等十大行动，推动城市整体形象和层次品

质显著提升、特色风貌更加鲜明，确保试

点取得明显成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

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面对标 “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中心任务，

以保护山、水、泉生态特色资源，提升城

市风貌特色，补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及基

础设施短板为重点，以 “城市双修”规

划、重点地区城市设计为引领，以实施项

目为抓手，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城市建设品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泉城。

二、工作目标

（一）做好 “显山露水”文章，修复

生态环境。遵循我市独特自然禀赋条件，

划定生态控制线，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推进山

体、河流、湿地、林地、工业废弃地生态

修复，严格保护生态基底，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补齐民生设施短板，完善城市

功能。坚持问题导向，填补城市市政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欠账，提高城市综合

承载能力和群众生活舒适度。实施治堵攻

坚，推进城市高快速路网、城市道路、公

共交通、慢行系统建设，提高绿色出行比

例，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三）提升环境品质，塑造风貌特

色。实施 “中疏”战略，推进城市更新，

全面加强城市设计，大力开展违法建设、

广告牌匾、老旧小区、街景和路口通道整

治，实施特色街区综合更新、见缝插绿、

裸土覆绿工程，促进千年古城、百年商埠

复兴，塑造山、泉、湖、河、城有机融合

的城市风貌特色，提高 “现代泉城”美

誉度。

（四）探索机制创新，提升城市综合

治理能力。以 “城市双修”全国试点为

有利契机，创新规划理念方法、组织方

式、实施举措，增强规划的统筹性、系统

性和精准性，探索建立多方协同的 “城

市双修”推进机制，强化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合力，形成全国可借鉴、可推广

的试点示范。

三、强化规划统筹引领

（一）开展现状调查评估。根据城市

自然条件、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等现状，

开展城市生态环境评估和城市建设调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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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找出生态环境、空间环境、城市功能

设施、历史文化保护以及特色风貌等方面

亟需修复的区域，明确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重点任务。（责任单位：市规划局）

（二）编制 “城市双修”规划。在现

状调查评估的基础上，聚焦山、泉、湖、

河、城等资源要素以及生态环境、风貌特

色、设施配套等问题短板，明确 “城市

双修”总体引导、工作体系，制定专项

规划库、实施项目库及近远期行动计划，

提出规划管控和技术指引要求，指导

“城市双修”推进实施。 （责任单位：市

规划局）

（三）开展专项规划与重点地区城市

设计。由 “城市双修”实施牵头单位负

责，结合 “城市双修”规划要求，组织

编制面向 “城市双修”项目具体实施的、

可操作性强的专项规划。加强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一湖一环”周边、新东

站、孙村、长清大学城等城市重点地区城

市设计，协调景观风貌、延续城市文脉，

以实施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指导 “城市

双修”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规划

局、各区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筹）、市级

各投融资平台）

四、深入开展 “十大行动”

（一）山体生态修复行动。由市国土

资源局牵头，完成南部山区和白泉泉域山

体保护控制线划定工作。由市林业和城乡

绿化局牵头，制定山体绿化提升和山体公

园建设计划，明确建设要求，组织开展城

区及南部山区山体绿化提升、山体公园和

环山绿道规划建设，重点实施兴隆山、凤

凰山等山体绿化，蒋山、白马山、文昌山

等山体公园，英雄山至七里山、金鸡岭至

燕子山等环山绿道，南部山区山体造林绿

化和郊野公园，以及二环东路南延、二环

南路东延高架桥两侧森林生态廊道及山体

生态修复工程，加快宜林荒山、荒坡、荒

地植树绿化和退耕还果还林，增加森林植

被，拓展观山、游山空间场所，逐步实现

显山露水目标。（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

局、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市城乡建设

委、各县区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

南部山区管委会、济南城市投资集团）

（二）水体生态修复行动。由市城乡

水务局牵头，完成市域范围内水体保护线

划定工作。由市城乡水务局、市林业和城

乡绿化局牵头，系统开展河流、湖泊、湿

地等水体生态修复和保护，组织实施河

岸、库区等周边生态绿化，重点实施小清

河城区段生态清淤、白云湖改造提升等修

复工程，以及锦水河、商中河等中小河流

重点段生态综合治理，拓展河岸公园绿

地、广场等公共空间。完成南部山区一级

水源地生态修复，开展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生态水系专项研究工作，加快推进

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建设。 （责任单位：

市城乡水务局、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济

南黄河河务局、各县区政府、济南高新区

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会、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筹）、市级各投融

资平台）

（三）工业用地修复行动。由市环保

局牵头，市发改委、市国资委配合，结合

城市东部、北部老工业区功能更新，建立

工业企业疑似污染地块名录，组织开展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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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场地环境调查和评估工作。重点开展济

钢厂区污染工业用地治理等项目，对污染

土地进行调查、评估和修复治理。（责任

单位：市环保局、市发改委、市国资委、

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济南城市建设集团）

（四）公共服务设施完善行动。由市

商务局、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市体育局、市卫生计生委

牵头，市规划局配合，结合部门职责，编

制养老、基础教育设施等三年建设规划，

明确各类服务设施配置标准、用地选址和

四至范围，制定年度建设计划，保障设施

空间落实。重点实施一批省、市、区级综

合公共服务设施新建和改扩建工程，推进

国际医学科学中心规划建设、齐鲁医科大

学济南主校区建设等项目。结合 “１５分

钟社区生活圈”相关要求，制定各区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三年行动计划，每年选择

１—２个街道编制 “十五分钟生活圈”规

划并建设实施，增补街道网格内的各类社

会民生服务设施，打造居民方便快捷生活

圈。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民政局、

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体

育局、市卫生计生委、市规划局、各县区

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

委会、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管委会）

（五）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行动。由市

城乡建设委、市城乡水务局、市城管局牵

头，制定污水处理、排水、热力、燃气、

垃圾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计划，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结合旧城更

新、市政道路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对城

区内基础设施薄弱区域开展修补提升，加

快老旧管网改造，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提高设施服务水平。重点实施城区供

水管道改造建设、城区道路积水点改造、

城市高压天然气管网等工程建设，以及济

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引爆区”内道

路、市政管线、综合管廊等工程建设。

（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委、市城乡水务

局、市城管局、市城市更新局、各县区政

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

会、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筹）、市级各投融资平台）

（六）城市形象风貌提升行动。由市

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城乡建设委、市林

业和城乡绿化局负责，围绕 “沿高铁、

沿高架、沿高速”城市外部形象 “三沿”

重点区域，“经十路、北园高架两侧、泉

城特色风貌带”等城市内部形象重点区

域，整合山水景观、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

城市资源，编制经十路沿线、北园高架沿

线、泉城风貌带城市设计和街区更新提升

方案，提出空间形态、绿地景观、建筑风

貌和千佛山景区、英雄山景区、环城公园

等景观节点整治提升的实施引导要求。由

市城管执法局牵头，按照市拆违拆临行动

方案要求，推进拆违拆临工作。由市林业

和城乡绿化局牵头，明确绿地增补建设计

划，提升空间品质。由市城市更新局牵

头，开展 “１＋５特色街区综合更新”工

程，实施道路整治、立面整治、景观绿化

提升等，打造特色活力街区，持续提升城

市形象风貌。（责任单位：市规划局、市

城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城乡建设委、

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市城市更新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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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

（七）历史文化和泉水特色塑造行

动。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济南

城市投资集团负责，历下区政府、市中区

政府、槐荫区政府配合，结合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深入挖掘古城、

商埠的文化底蕴。由市城乡水务局、市城

乡建设委牵头，整治泉水出露点周边环

境，重点开展商埠区保护与更新试点项

目、千佛山区域补源项目建设、白泉等泉

池风貌改造，推动芙蓉街—百花洲、将军

庙、原齐鲁大学等历史街区保护工程和特

色泉水民居修缮，打造具有独特品质的中

央泉水区，积极开展泉水申遗，逐渐恢复

泉城传统特色风貌。（责任单位：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城乡建设委、市城乡

水务局，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历城

区、章丘区政府，济南城市投资集团）

（八） “一湖一环”核心区及城市重

点区域风貌提升行动。由市城管局、市旅

发委负责，编制解放阁、百花洲等标志性

节点整体风貌提升规划，组织实施环境整

治、文旅融合工程。由济南文旅发展集团

负责，结合 “一湖一环”重点区域，围

绕 “夜逍遥”、“泛舟行”、“明湖秀”等

主题打造 “一湖一环”景观照明工程、

“明湖秀”水景表演工程，体现独特历史

韵味和文化特色。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负

责，编制北湖片区景观风貌规划，提升北

湖等重点片区景观环境品质，促进城市建

筑、街道立面、色彩与环境更加协调优

美。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市旅发委、

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市城乡建设委、各

区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济南文旅发

展集团、济南城市建设集团）

（九）绿地与公共空间增补行动。由

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牵头，重点依托城市

道路、山体水系、湿地，建设实施一批绿

廊、绿道、广场公园，完善城乡绿地系

统，拓展绿色空间。结合城市主要道路沿

线、人流活动密集区域、河道水系周边，

实施一批公园绿地新建、改建工程，实施

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立体绿化，开展见

缝插绿、裸露土地绿化，提升城市绿化效

果。 （责任单位：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

市城乡建设委、各县区政府、济南高新区

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会、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筹）、市级各投融

资平台）

（十）便捷出行度提升行动。由市城

乡交通运输委牵头，编制城市公共交通规

划，结合公共交通、高快速路网、城市道

路、城市慢行及停车五大城市交通体系，

完善城市路网系统，按照 “窄马路、密

路网”的道路布局理念，增设支路，打

通断头路，实施无轨电车网络建设，并针

对城市拥堵、停车位供给不足等重点问

题，提出系统优化及管控方案，重点实施

北园大街西延等无轨电车走廊建设，奥体

西路 （工业北路至黄台南路）道路建设

工程等干路网建设改造提升，凤歧路、和

平路东延等瓶颈路建设改造工程，加快推

进济南新旧动能先行区 “三桥一隧”骨

干路网一期工程建设。由济南轨道交通集

团负责，重点实施 Ｒ１线工程，持续推进

轨道交通建设。（责任单位：市城乡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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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委、市城乡建设委、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各县区政府、济

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会、济

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筹）、市

级各投融资平台）

五、工作计划

（一）前期准备阶段 （２０１８年２月上

旬）。建立组织领导机制，制定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开展现状调查

评估、 “城市双修”规划编制等相关工

作，启动一批 “城市双修”项目。

（二）第一阶段 （２０１８年２月中旬—

１２月）。完成现状调查评估、“城市双修”

规划编制，加快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各实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接规划要

求，制定 “城市双修”项目实施计划，

按步骤和节点推进相关工作，完成一批

“城市双修”项目。

（三）第二阶段 （２０１９年１—７月）。

总结试点经验，改进工作方法，继续推进

“城市双修”工作。适时对试点实施成效

进行考核，按照国家试点城市有关要求，

筹备迎接国家及省检查验收。

六、组织保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市生态修

复、城市修补暨城市设计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 “十大行动”工

作安排和职责分工，制定详细工作方案，

细化目标任务，明确时限要求，扎实做好

“城市双修”工作，深入推进 “十大行

动”实施，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二）强化资金及技术保障。加大财

政支持力度，注重利用社会资金，充分发

挥市级投融资平台作用，并发动社会力量

共同推进 “城市双修”工作。搭建 “城

市双修”技术平台，强化规划引领和技

术支撑，按照重点任务和规划要求，为各

专项规划编制提供技术服务，并协同对接

有关项目实施工作，积极协调配合项目推

进，强化对项目建设计划、内容的整体把

控。

（三）完善推进和监督机制。各级各

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

工作部署，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建立工

作协同和项目统筹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

实到位。建立 “城市双修”工作管理考

核制度，通过日常监督检查、第三方机构

综合评估等方式，定期督查责任部门、单

位任务完成情况，对工作严重滞后或不作

为的，要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利用

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开

展 “城市双修”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政策

措施，发布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报道先进

做法和优秀案例，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

“城市双修”工作、推进 “十大行动”实

施、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舆论氛围。

附件：１．济南市 “城市双修”规划

库 （略）

２．济南市 “城市双修”项目

库 （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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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部分道路、桥梁、隧道命名及

部分道路起止点调整的批复
济政字 〔２０１８〕９号

市民政局：

你局 《关于部分道路、桥梁、隧道

命名及部分道路起止点调整的请示》（济

民发 〔２０１８〕１０号）收悉。经研究，现

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北起零点立交桥，南至绕

城高速公路的高架路命名为二环东路高架

路；

二、同意将北起天桥立交桥，南至绕

城高速公路的高架路命名为二环西路高架

路；

三、同意将北起七里山路，南至英雄

山路立交桥的高架路命名为顺河高架路；

四、同意将东起绕城高速公路，西至

全福立交桥的高架路命名为工业北路高架

路；

五、同意将位于二环西路沿线，与

１０４国道交汇处的立交桥命名为凤凰山立

交桥；

六、同意将位于二环西路沿线，与绕

城高速公路南线相接的立交桥命名为党家

立交桥；

七、同意将位于二环西路沿线，与北

园高架路交汇处的立交桥命名为匡山立交

桥；

八、同意将位于二环西路沿线，与二

环北路交汇处的立交桥命名为天桥立交

桥；

九、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山东

大学兴隆校区东侧的立交桥命名为搬倒井

立交桥；

十、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与龙

鼎大道交汇处的立交桥命名为龙鼎立交

桥；

十一、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太

平庄东北的立交桥命名为凤凰路立交桥；

十二、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接

绕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命名为港沟立交

桥；

十三、同意将位于二环东路沿线，白

土岗村西的立交桥命名为白土岗大桥；

十四、同意将北起玉函立交桥，南至

七里山路的隧道命名为玉函路隧道；

十五、同意将位于二环东路沿线，横

穿老虎山的隧道命名为老虎山隧道；

十六、同意将位于二环东路沿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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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岭村的隧道命名为小岭隧道；

十七、同意将位于二环东路沿线，穿

越大岭村的隧道命名为大岭隧道；

十八、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横

穿狸猫山的隧道命名为浆水泉隧道；

十九、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横

穿扁石山的隧道命名为龙鼎隧道；

二十、同意将位于二环南路沿线，位

于港九路西侧的隧道命名为港沟隧道；

二十一、同意将二环西路起止点调整

为北起新徐庄南至绕城高速公路；

二十二、同意将二环南路高架路起止

点调整为东起绕城高速公路西至 １０４国

道。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公布济南市第一次历史建筑

普查名单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根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２４号）规定及上级关于加

强历史建筑保护的部署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历史建筑普查，提出３６６处历史建

筑普查名单，已经市政府研究确定，现予公布。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积极保持和

延续历史建筑传统格局及历史风貌，丰富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内涵。要加大宣传力度，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公众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资

源、传承历史记忆的浓厚氛围。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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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第一次历史建筑普查名单
（共３６６处）

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传统民居类 （２６０处）

１ ＭＪ－ＬＸ－０１ 历下区 起凤桥街４号院 历下区起凤桥街４号

２ ＭＪ－ＬＸ－０２ 历下区 起凤桥街１１号院 历下区起凤桥街１１号

３ ＭＪ－ＬＸ－０３ 历下区 西更道街４号院 历下区西更道街４号

４ ＭＪ－ＬＸ－０４ 历下区 西更道街１１号院 历下区西更道街１１号

５ ＭＪ－ＬＸ－０５ 历下区 王府池子街９号张家大院 历下区王府池子街９号

６ ＭＪ－ＬＸ－０６ 历下区 王府池子街２６号院 历下区王府池子街２６号

７ ＭＪ－ＬＸ－０７ 历下区 王府池子街西侧传统建筑 历下区王府池子街西侧

８ ＭＪ－ＬＸ－０８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３９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３９号

９ ＭＪ－ＬＸ－０９ 历下区
十亩园东街１１号院内传
统民居

历下区十亩园东街１１号

１０ ＭＪ－ＬＸ－１０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６０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６０号

１１ ＭＪ－ＬＸ－１１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６８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６８号

１２ ＭＪ－ＬＸ－１２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７０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７０号

１３ ＭＪ－ＬＸ－１３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７４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７４号

１４ ＭＪ－ＬＸ－１４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７８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７８号

１５ ＭＪ－ＬＸ－１５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８８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８８号

１６ ＭＪ－ＬＸ－１６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９０号门楼 历下区后宰门街９０号

１７ ＭＪ－ＬＸ－１７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１０４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１０４号

１８ ＭＪ－ＬＸ－１８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１０８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１０８号

１９ ＭＪ－ＬＸ－１９ 历下区 院后街４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４号

２０ ＭＪ－ＬＸ－２０ 历下区 院后街１５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１５号

２１ ＭＪ－ＬＸ－２１ 历下区 院后街１７号门楼 历下区院后街１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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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２２ ＭＪ－ＬＸ－２２ 历下区 院后街２９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２９号

２３ ＭＪ－ＬＸ－２３ 历下区 院后街４３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４３号

２４ ＭＪ－ＬＸ－２４ 历下区 院后街４５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４５号

２５ ＭＪ－ＬＸ－２５ 历下区 西辕门街１号院 历下区西辕门街１号

２６ ＭＪ－ＬＸ－２６ 历下区 东花墙子街５号院 历下区东花墙子街５号

２７ ＭＪ－ＬＸ－２７ 历下区 东花墙子街６号院 历下区东花墙子街６号

２８ ＭＪ－ＬＸ－２８ 历下区 东花墙子街７、８号院 历下区东花墙子街７、８号

２９ ＭＪ－ＬＸ－２９ 历下区
东花墙子街９、１０、１１号
院

历下区东花墙子街 ９、１０、
１１号

３０ ＭＪ－ＬＸ－３０ 历下区 东花墙子街１３号院 历下区东花墙子街１３号

３１ ＭＪ－ＬＸ－３１ 历下区 东花墙子街１４号院 历下区东花墙子街１４号

３２ ＭＪ－ＬＸ－３２ 历下区 曲水亭街２７号院 历下区曲水亭街２７号

３３ ＭＪ－ＬＸ－３３ 历下区 曲水亭街３１号院 历下区曲水亭街３１号

３４ ＭＪ－ＬＸ－３４ 历下区 小兴隆街２３号院 历下区小兴隆街２３号

３５ ＭＪ－ＬＸ－３５ 历下区 小兴隆街２６号院 历下区小兴隆街２６号

３６ ＭＪ－ＬＸ－３６ 历下区 珍池街１号院 历下区珍池街１号

３７ ＭＪ－ＬＸ－３７ 历下区 芙蓉街５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５号

３８ ＭＪ－ＬＸ－３８ 历下区 芙蓉街３２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３２号

３９ ＭＪ－ＬＸ－３９ 历下区 芙蓉街５２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５２号

４０ ＭＪ－ＬＸ－４０ 历下区 芙蓉街５３、５５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５３、５５号

４１ ＭＪ－ＬＸ－４１ 历下区 芙蓉街７３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７３号

４２ ＭＪ－ＬＸ－４２ 历下区 芙蓉街８７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８７号

４３ ＭＪ－ＬＸ－４３ 历下区 芙蓉街１２７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１２７号

４４ ＭＪ－ＬＸ－４４ 历下区 贡院墙根街２６号院 历下区贡院墙根街２６号

４５ ＭＪ－ＬＸ－４５ 历下区 马市街７号传统建筑 历下区马市街７号

４６ ＭＪ－ＬＸ－４６ 历下区 西公界街８号门楼 历下区西公界街８号

４７ ＭＪ－ＬＸ－４７ 历下区 西公界街１２号院 历下区西公界街１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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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４８ ＭＪ－ＬＸ－４８ 历下区 西公界街４８号院 历下区西公界街４８号

４９ ＭＪ－ＬＸ－４９ 历下区 慈林院街５号门楼 历下区慈林院街５号

５０ ＭＪ－ＬＸ－５０ 历下区 慈林院街６号门楼 历下区慈林院街６号

５１ ＭＪ－ＬＸ－５１ 历下区 将军庙街２号门楼 历下区将军庙街２号

５２ ＭＪ－ＬＸ－５２ 历下区 将军庙街５号院 历下区将军庙街５号

５３ ＭＪ－ＬＸ－５３ 历下区 将军庙街１０号院 历下区将军庙街１０号

５４ ＭＪ－ＬＸ－５４ 历下区 启明街４９号门楼 历下区启明街４９号

５５ ＭＪ－ＬＸ－５５ 历下区 启明街５１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５１号

５６ ＭＪ－ＬＸ－５６ 历下区 启明街５３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５３号

５７ ＭＪ－ＬＸ－５７ 历下区 启明街５５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５５号

５８ ＭＪ－ＬＸ－５８ 历下区
山东水利勘测设计院内传

统民居
历下区历山路１２１号

５９ ＭＪ－ＬＸ－５９ 历下区 启明街６４号门楼 历下区启明街６４号
６０ ＭＪ－ＬＸ－６０ 历下区 启明街７０号门楼 历下区启明街７０号
６１ ＭＪ－ＬＸ－６１ 历下区 启明街７３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７３号
６２ ＭＪ－ＬＸ－６２ 历下区 启明街８３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８３号
６３ ＭＪ－ＬＸ－６３ 历下区 启明街８７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８７号
６４ ＭＪ－ＬＸ－６４ 历下区 启明街９１，９３号院 历下区启明街９１，９３号
６５ ＭＪ－ＬＸ－６５ 历下区 西城根街４２号门楼 历下区西城根街４２号
６６ ＭＪ－ＬＸ－６６ 历下区 西城根街４４号门楼 历下区西城根街４４号
６７ ＭＪ－ＬＸ－６７ 历下区 西熨斗隅巷１６号院 历下区西熨斗隅巷１６号
６８ ＭＪ－ＬＸ－６８ 历下区 鞭指巷３５号门楼 历下区鞭指巷３５号
６９ ＭＪ－ＬＸ－６９ 历下区 鞭指巷４３号院 历下区鞭指巷４３号
７０ ＭＪ－ＬＸ－７０ 历下区 鞭指巷４５号院 历下区鞭指巷４５号
７１ ＭＪ－ＬＸ－７１ 历下区 鞭指巷４７号院 历下区鞭指巷４７号
７２ ＭＪ－ＬＸ－７２ 历下区 鞭指巷７１号院 历下区鞭指巷７１号
７３ ＭＪ－ＬＸ－７３ 历下区 鞭指巷１０７号院 历下区鞭指巷１０７号
７４ ＭＪ－ＬＸ－７４ 历下区 鞭指巷１１９号院 历下区鞭指巷１１９号
７５ ＭＪ－ＬＸ－７５ 历下区 罗家胡同１号门楼 历下区罗家胡同１号
７６ ＭＪ－ＬＸ－７６ 历下区 罗家胡同８号院 历下区罗家胡同８号
７７ ＭＪ－ＬＸ－７７ 历下区 寿佛楼后街４号院 历下区寿佛楼后街４号
７８ ＭＪ－ＬＸ－７８ 历下区 寿佛楼后街１４号院 历下区寿佛楼后街１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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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７９ ＭＪ－ＬＸ－７９ 历下区 双忠祠２３号院 历下区双忠祠２３号
８０ ＭＪ－ＬＸ－８０ 历下区 水胡同１号门楼 历下区水胡同１号
８１ ＭＪ－ＬＸ－８１ 历下区 水胡同３号院 历下区水胡同３号
８２ ＭＪ－ＬＸ－８２ 历下区 曲水亭街１３号院 历下区曲水亭街１３号
８３ ＭＪ－ＬＸ－８３ 历下区 曲水亭街１５号院 历下区曲水亭街１５号
８４ ＭＪ－ＬＸ－８４ 历下区 曲水亭街３５号院 历下区曲水亭街３５号

８５ ＭＪ－ＬＸ－８５ 历下区
山东大学西校区 ８号、９
号学生公寓

历下区文化西路４４号

８６ ＭＪ－ＬＸ－８６ 历下区 芙蓉街９５号院 历下区芙蓉街９５号
８７ ＭＪ－ＬＸ－８７ 历下区 后宰门街４１号院 历下区后宰门街４１号

８８ ＭＪ－ＬＸ－８８ 历下区
山东省水利厅院内传统民

居 （省直统管房１０）
历下区历山路１２７号

８９ ＭＪ－ＬＸ－８９ 历下区
山东省水利厅院内传统民

居 （省直统管房１１）
历下区历山路１２７号

９０ ＭＪ－ＬＸ－９０ 历下区 西公界街３８号院 历下区西公界街３８号
９１ ＭＪ－ＬＸ－９１ 历下区 西更道街１号院 历下区西更道街１号
９２ ＭＪ－ＬＸ－９２ 历下区 十亩园东街９号传统民居 历下区十亩园东街９号
９３ ＭＪ－ＬＸ－９３ 历下区 山东省化工研究院宿舍 历下区文化东路５８号
９４ ＭＪ－ＬＸ－９４ 历下区 马市街１２号院 历下区马市街１２号
９５ ＭＪ－ＬＸ－９５ 历下区 寿佛楼后街２６号院 历下区寿佛楼后街２６号
９６ ＭＪ－ＬＸ－９６ 历下区 院后街６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６号
９７ ＭＪ－ＬＸ－９７ 历下区 院后街４９号院 历下区院后街４９号
９８ ＭＪ－ＬＸ－９８ 历下区 贡院墙根街３０号院 历下区贡院墙根街３０号
９９ ＭＪ－ＬＸ－９９ 历下区 济南电影洗印厂宿舍楼 历下区文化东路７９号

１００ ＭＪ－ＬＸ－１００历下区
齐鲁中学旧址院内传统建

筑
历下区兴华街５号

１０１ ＭＪ－ＳＺ－０１ 市中区
经三路５６号某单位宿舍
楼

市中区经三路５６号

１０２ ＭＪ－ＳＺ－０２ 市中区 逢德里传统民居 市中区经四路２９１号
１０３ ＭＪ－ＳＺ－０３ 市中区 经三路５０号近现代民居 市中区经三路５０号

１０４ ＭＪ－ＳＺ－０４ 市中区
经三路８３－２、８５号近现
代民居

市中区经三路８３－２、８５号

１０５ ＭＪ－ＳＺ－０５ 市中区 经四路２９９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经四路２９９号
１０６ ＭＪ－ＳＺ－０６ 市中区 经四路３０１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经四路３０１号
１０７ ＭＪ－ＳＺ－０７ 市中区 经四路３０４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经四路３０４号

２２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１０８ ＭＪ－ＳＺ－０８ 市中区 纬三路７８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三路７８号
１０９ ＭＪ－ＳＺ－０９ 市中区 纬四路４０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纬四路４０号
１１０ ＭＪ－ＳＺ－１０ 市中区 纬四路７９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四路７９号

１１１ ＭＪ－ＳＺ－１１ 市中区
万紫巷西街３２号近现代
建筑

市中区万紫巷西街３２号

１１２ ＭＪ－ＳＺ－１２ 市中区
万紫巷西街３４号近现代
建筑

市中区万紫巷西街３４号

１１３ ＭＪ－ＳＺ－１３ 市中区 万紫巷西街９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万紫巷西街９号
１１４ ＭＪ－ＳＺ－１４ 市中区 公立街１３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公立街１３号

１１５ ＭＪ－ＳＺ－１５ 市中区
上新街 ４６、４８、５０、５２、
５４号传统民居 （原沙家

公馆）

市中区上新街４６、４８、５０、
５２、５４号

１１６ ＭＪ－ＳＺ－１６ 市中区
上新街 ６４、６６、６８、７０、
７２、７４、７８号传统民居
（原田家大院）

市中区上新街６４、６６、６８、
７０、７２、７４、７８号

１１７ ＭＪ－ＳＺ－１７ 市中区 方荣翔故居 市中区上新街１２０号

１１８ ＭＪ－ＳＺ－１８ 市中区 郑家窝坡村传统民居 市中区兴隆街道郑家窝坡村

１１９ ＭＪ－ＳＺ－１９ 市中区
纬四路 ８９、９１号近代建
筑

市中区纬四路８９、９１号

１２０ ＭＪ－ＳＺ－２０ 市中区
公立街５、７、９号传统民
居

市中区公立街５、７、９号

１２１ ＭＪ－ＳＺ－２１ 市中区 纬三路４０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三路４０号
１２２ ＭＪ－ＳＺ－２２ 市中区 纬二路２３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二路２３号
１２３ ＭＪ－ＳＺ－２３ 市中区 麟趾巷１１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麟趾巷１１号
１２４ ＭＪ－ＳＺ－２４ 市中区 纬五路４４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五路４４号
１２５ ＭＪ－ＳＺ－２５ 市中区 杜家庙村传统民居 市中区陡沟街道杜家庙村

１２６ ＭＪ－ＳＺ－２６ 市中区 东渴马村传统民居１ 市中区党家街道东渴马村

１２７ ＭＪ－ＳＺ－２７ 市中区 东渴马村传统民居２ 市中区党家街道东渴马村

１２８ ＭＪ－ＳＺ－２８ 市中区 纬三路８２号近代建筑 市中区纬三路８２号
１２９ ＭＪ－ＳＺ－２９ 市中区 纬三路８９号近代建筑 市中区纬三路８９号
１３０ ＭＪ－ＳＺ－３０ 市中区 上新街２５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上新街２５号
１３１ ＭＪ－ＳＺ－３１ 市中区 上新街景园 市中区上新街３５号
１３２ ＭＪ－ＳＺ－３２ 市中区 上新街４２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上新街４２号
１３３ ＭＪ－ＳＺ－３３ 市中区 上新街６２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上新街６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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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ＭＪ－ＳＺ－３４ 市中区
经十路２１０号济南一机床
厂宿舍区

市中区经十路２１０号

１３５ ＭＪ－ＳＺ－３５ 市中区 纬一路２９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纬一路２９号
１３６ ＭＪ－ＳＺ－３６ 市中区 纬一路３１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纬一路３１号
１３７ ＭＪ－ＳＺ－３７ 市中区 经一路１１０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经一路１１０号

１３８ ＭＪ－ＳＺ－３８ 市中区
信义庄西街４９号现代建
筑

市中区信义庄西街４９号

１３９ ＭＪ－ＳＺ－３９ 市中区 经七路３３５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七路３３５号
１４０ ＭＪ－ＳＺ－４０ 市中区 上新街小学北侧建筑 市中区上新街１０６号
１４１ ＭＪ－ＳＺ－４１ 市中区 经四路３３３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四路３３３号

１４２ ＭＪ－ＳＺ－４２ 市中区
经七路小纬二路７１号近
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七路小纬二路 ７１
号

１４３ ＭＪ－ＳＺ－４３ 市中区 纬五路３６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五路３６号
１４４ ＭＪ－ＳＺ－４４ 市中区 经四路２３０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四路２３０号
１４５ ＭＪ－ＳＺ－４５ 市中区 纬四路１１号传统民居 市中区纬四路１１号

１４６ ＭＪ－ＨＹ－０１ 槐荫区
山东省建筑机械厂第四职

工宿舍
槐荫区经四路４２８号

１４７ ＭＪ－ＨＹ－０２ 槐荫区 经四路４８７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四路４８７号
１４８ ＭＪ－ＨＹ－０３ 槐荫区 经四路５０３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四路５０３号
１４９ ＭＪ－ＨＹ－０４ 槐荫区 经四路５１９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四路５１９号
１５０ ＭＪ－ＨＹ－０５ 槐荫区 经六路１８５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六路１８５号
１５１ ＭＪ－ＨＹ－０６ 槐荫区 经七路６３７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七路６３７号
１５２ ＭＪ－ＨＹ－０７ 槐荫区 经七路６４１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七路６４１号

１５３ ＭＪ－ＨＹ－０８ 槐荫区
纬七路 １７号传统民居
（省直统管房５）

槐荫区纬七路１７号院内

１５４ ＭＪ－ＨＹ－０９ 槐荫区 韩家大院 槐荫区纬八路８２号
１５５ ＭＪ－ＨＹ－１０ 槐荫区 纬八路９６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纬八路９６号

１５６ ＭＪ－ＨＹ－１１ 槐荫区
纬八路 １００、１０２号近代
建筑

槐荫区纬八路１００、１０２号

１５７ ＭＪ－ＨＹ－１２ 槐荫区 南小纬九路７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南小纬九路７号
１５８ ＭＪ－ＨＹ－１３ 槐荫区 小纬六路４７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小纬六路４７号
１５９ ＭＪ－ＨＹ－１４ 槐荫区 小纬六路５１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小纬六路５１号
１６０ ＭＪ－ＨＹ－１５ 槐荫区 小纬六路５３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小纬六路５３号
１６１ ＭＪ－ＨＹ－１６ 槐荫区 小纬六路５５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小纬六路５５号
１６２ ＭＪ－ＨＹ－１７ 槐荫区 小纬六路５７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小纬六路５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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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ＭＪ－ＨＹ－１８ 槐荫区 小纬六路６３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小纬六路６３号
１６４ ＭＪ－ＨＹ－１９ 槐荫区 跃东里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六路跃东里

１６５ ＭＪ－ＨＹ－２０ 槐荫区
纬六路义生里３８号传统
民居

槐荫区纬六路义生里３８号

１６６ ＭＪ－ＨＹ－２１ 槐荫区 钟家老宅 槐荫区后周王庄村

１６７ ＭＪ－ＨＹ－２２ 槐荫区 经二路４０２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二路４０２号
１６８ ＭＪ－ＨＹ－２３ 槐荫区 德邻里１９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经七路德邻里１９号
１６９ ＭＪ－ＨＹ－２４ 槐荫区 纬八路７４号近代民居 槐荫区纬八路７４号
１７０ ＭＪ－ＨＹ－２５ 槐荫区 纬六路３０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纬六路３０号

１７１ ＭＪ－ＨＹ－２６ 槐荫区
纬七路 １７号传统民居
（省直统管房３）

槐荫区纬七路１７号院内

１７２ ＭＪ－ＨＹ－２７ 槐荫区 忠厚街３６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忠厚街３６号

１７３ ＭＪ－ＨＹ－２８ 槐荫区
济南市经七路第一小学图

书室、荣誉室
槐荫区经七路５６８号院内

１７４ ＭＪ－ＨＹ－２９ 槐荫区 纬六路２５号近代建筑 槐荫区纬六路２５号
１７５ ＭＪ－ＨＹ－３０ 槐荫区 南小纬九路６号传统民居 槐荫区南小纬九路６号
１７６ ＭＪ－ＨＹ－３１ 槐荫区 公义街１号院近现代建筑 槐荫区公义街１号
１７７ ＭＪ－ＴＱ－０１ 天桥区 锦屏街７号传统民居 天桥区锦屏街７号
１７８ ＭＪ－ＴＱ－０２ 天桥区 何家花园 天桥区少年路北侧少年宫内

１７９ ＭＪ－ＴＱ－０３ 天桥区 苗海南旧宅
天桥区天桥东街北光明里

２９号

１８０ ＭＪ－ＴＱ－０４ 天桥区 原国棉四厂老宿舍楼
天桥区天桥东街半边巷 １９
号

１８１ ＭＪ－ＴＱ－０５ 天桥区 铁路宿舍传统建筑群 天桥区堤口路１５３号

１８２ ＭＪ－ＬＣ－０１ 历城区 北辛店正阳大门老宅
历城区荷花路街道北辛店村

西首

１８３ ＭＪ－ＬＣ－０２ 历城区 黑龙峪村传统建筑 历城区港沟街道黑龙峪村

１８４ ＭＪ－ＬＣ－０３ 历城区 东泉村传统建筑 历城区彩石街道东泉村

１８５ ＭＪ－ＬＣ－０４ 历城区 蒋氏古宅 历城区唐王镇井家村

１８６ ＭＪ－ＧＸ－０１
济南

高新区

小清河与巨野河交汇处传

统民居

济南高新区临港街道东河北

村西南角，三孔桥北侧

１８７ ＭＪ－ＮＳ－０１
市南部

山区
槲疃村传统建筑

市南部山区管委会仲宫街道

槲疃村

１８８ ＭＪ－ＮＳ－０２
市南部

山区
天晴峪村传统建筑

市南部山区管委会西营镇天

晴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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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ＭＪ－ＮＳ－０３
市南部

山区
拔槊泉村传统建筑

市南部山区管委会西营镇拔

槊泉村

１９０ ＭＪ－ＣＱ－０１ 长清区 长清王庄传统民居１ 长清区双泉镇王庄村

１９１ ＭＪ－ＣＱ－０２ 长清区 长清王庄传统民居２ 长清区双泉镇王庄村

１９２ ＭＪ－ＣＱ－０３ 长清区 长清南黄崖村王家老宅 长清区孝里镇南黄崖村

１９３ ＭＪ－ＣＱ－０４ 长清区 长清南黄崖村传统建筑群 长清区孝里镇南黄崖村

１９４ ＭＪ－ＣＱ－０５ 长清区 长清双乳村兄弟门 长清区归德街道双乳村

１９５ ＭＪ－ＣＱ－０６ 长清区 长清土屋村传统民居１ 长清区归德街道土屋村

１９６ ＭＪ－ＣＱ－０７ 长清区 长清土屋村传统民居２ 长清区归德街道土屋村

１９７ ＭＪ－ＣＱ－０８ 长清区 长清土屋村传统民居３ 长清区归德街道土屋村

１９８ ＭＪ－ＣＱ－０９ 长清区 长清中黄崖刘家老宅 长清区孝里镇中黄崖村

１９９ ＭＪ－ＣＱ－１０ 长清区 长清北黄崖传统民居 长清区孝里镇北黄崖村

２００ ＭＪ－ＣＱ－１１ 长清区 长清王庄传统民居３ 长清区双泉镇王庄村

２０１ ＭＪ－ＣＱ－１２ 长清区 长清王庄传统民居４ 长清区双泉镇王庄村

２０２ ＭＪ－ＣＱ－１３ 长清区 长清北黄崖传统建筑群 长清区孝里镇北黄崖村

２０３ ＭＪ－ＣＱ－１４ 长清区 长清小寺村李家宅院 长清区张夏街道小寺村

２０４ ＭＪ－ＣＱ－１５ 长清区 长清方峪村兄弟门
长清区孝里镇方峪村镰刀巷

内

２０５ ＭＪ－ＣＱ－１６ 长清区 长清方峪村方家大院 长清区孝里镇方峪村

２０６ ＭＪ－ＣＱ－１７ 长清区 长清方峪村吴家大院 长清区孝里镇方峪村

２０７ ＭＪ－ＣＱ－１８ 长清区 长清方峪村缩壁厅 长清区孝里镇方峪村

２０８ ＭＪ－ＣＱ－１９ 长清区
长清阁北街２６号传统建
筑

长清区阁北街２６号

２０９ ＭＪ－ＣＱ－２０ 长清区
长清双泉镇王庄村传统建

筑群
长清区双泉镇王庄村

２１０ ＭＪ－ＣＱ－２１ 长清区 长清五眼井村传统民居 长清区双泉镇五眼井村

２１１ ＭＪ－ＣＱ－２２ 长清区 长清五眼井村传统建筑群 长清区双泉镇五眼井村

２１２ ＭＪ－ＺＱ－０１ 章丘区 三涧溪村富荣街１０号院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富

荣街１０号

２１３ ＭＪ－ＺＱ－０２ 章丘区 三涧溪村富荣街１２号院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富

荣街１２号

２１４ ＭＪ－ＺＱ－０３ 章丘区
三涧溪村马家胡同１７号
院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马

家胡同１７号

２１５ ＭＪ－ＺＱ－０４ 章丘区 三涧溪村马负图宅院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富

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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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ＭＪ－ＺＱ－０５ 章丘区 三涧溪村鸽子楼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

２１７ ＭＪ－ＺＱ－０６ 章丘区 桑园翟中策故居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桑园村

２１８ ＭＪ－ＺＱ－０７ 章丘区 李氏保和堂 章丘区官庄街道东矾硫村

２１９ ＭＪ－ＺＱ－０８ 章丘区 保和堂传统民居
章丘区官庄街道东矾硫村富

春街９号

２２０ ＭＪ－ＺＱ－０９ 章丘区 李芳彩故居
章丘区官庄街道东矾硫村长

兴街１１、１３号
２２１ ＭＪ－ＺＱ－１０ 章丘区 宫氏 “五福堂” 章丘区官庄街道东矾硫村

２２２ ＭＪ－ＺＱ－１１ 章丘区 太和堂当铺四合院 章丘区官庄街道东矾硫村

２２３ ＭＪ－ＺＱ－１２ 章丘区 弓角湾村传统建筑 章丘区官庄街道弓角湾村

２２４ ＭＪ－ＺＱ－１３ 章丘区 刘策良大院
章丘区博平村东西北街 ４７
号、４９号

２２５ ＭＪ－ＺＱ－１４ 章丘区 胡友兰大院
章丘区普集街道博平村东西

大街直胡同１号
２２６ ＭＪ－ＺＱ－１５ 章丘区 刘连铸老宅 （同德堂） 章丘区普集街道博平村

２２７ ＭＪ－ＺＱ－１６ 章丘区 刘绍挺大院 （永德堂） 章丘区普集街道博平村

２２８ ＭＪ－ＺＱ－１７ 章丘区 刘朱贤大院 章丘区普集街道博平村

２２９ ＭＪ－ＺＱ－１８ 章丘区 杨家五大门 章丘区普集街道杨官村

２３０ ＭＪ－ＺＱ－１９ 章丘区 韩家庄二进院民居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韩家庄村

东首

２３１ ＭＪ－ＺＱ－２０ 章丘区 韩家庄绣楼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韩家庄村

２３２ ＭＪ－ＺＱ－２１ 章丘区 旧北村李家街传统民居 章丘区刁镇旧北村李家街

２３３ ＭＪ－ＺＱ－２２ 章丘区 旧北村孟家寨街８号院
章丘区刁镇旧北村孟家寨街

８号

２３４ ＭＪ－ＺＱ－２３ 章丘区
龙华村兴隆北街 ６１号、
６３号

章丘区普集街道龙华村兴隆

北街６１／６３号

２３５ ＭＪ－ＺＱ－２４ 章丘区 龙华村致远堂
章丘区普集街道龙华村东西

大街中段

２３６ ＭＪ－ＺＱ－２５ 章丘区 龙华村致中堂
章丘区普集街道龙华村东西

大街中段

２３７ ＭＪ－ＺＱ－２６ 章丘区 牛一村传统民居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牛一村昌

盛大街７５号

２３８ ＭＪ－ＺＱ－２７ 章丘区
钓鱼台村中心大街１１号
院

章丘区钓鱼台村中心大街

１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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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 ＭＪ－ＺＱ－２８ 章丘区 梭庄明清古居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梭庄后街

１３９号
２４０ ＭＪ－ＺＱ－２９ 章丘区 博平村传统建筑 章丘区普集街道博平村

２４１ ＭＪ－ＺＱ－３０ 章丘区 桥子村北大街民居
章丘区普集街道桥子村北大

街

２４２ ＭＪ－ＺＱ－３１ 章丘区
西田广村龙庙西侧传统民

居
章丘区文祖街道西田广村

２４３ ＭＪ－ＺＱ－３２ 章丘区 西田广村中部传统民居 章丘区文祖街道西田广村

２４４ ＭＪ－ＺＱ－３３ 章丘区 西田广村门楼建筑群 章丘区文祖街道西田广村

２４５ ＭＪ－ＰＹ－０１ 平阴县 平阴东阿涂氏民居楼 平阴县东阿镇南门里村

２４６ ＭＪ－ＰＹ－０２ 平阴县 平阴东阿孟家老宅 平阴县东阿镇南门里村

２４７ ＭＪ－ＰＹ－０３ 平阴县 平阴东阿张怀之公馆
平阴县东阿镇东门村平阴县

东阿小学操场

２４８ ＭＪ－ＰＹ－０４ 平阴县 平阴东阿古城煤油公司 平阴县东阿镇南门里村

２４９ ＭＪ－ＰＹ－０５ 平阴县 平阴南泉传统民居 平阴县玫瑰镇南泉村

２５０ ＭＪ－ＰＹ－０６ 平阴县 平阴南泉村传统建筑群 平阴县玫瑰镇南泉村

２５１ ＭＪ－ＰＹ－０７ 平阴县 平阴南台传统民居 平阴县玫瑰镇南台村

２５２ ＭＪ－ＰＹ－０８ 平阴县 平阴南台村传统建筑群 平阴县玫瑰镇南台村

２５３ ＭＪ－ＰＹ－０９ 平阴县 平阴东门村传统民居 平阴县东阿镇东门村

２５４ ＭＪ－ＰＹ－１０ 平阴县 平阴石板台供销社 平阴县孔村镇石板台村

２５５ ＭＪ－ＰＹ－１１ 平阴县
平阴县孔子山村传统建筑

群
平阴县孔村镇孔子山村

２５６ ＭＪ－ＰＹ－１２ 平阴县 平阴高路桥传统民居 平阴县孔村镇高路桥村

２５７ ＭＪ－ＰＹ－１３ 平阴县 平阴高路桥村传统建筑群 平阴县孔村镇高路桥村

２５８ ＭＪ－ＰＹ－１４ 平阴县 平阴孔子山村传统民居 平阴县孔村镇孔子山村

２５９ ＭＪ－ＪＹ－０１ 济阳县 孙耿街道原镇政府大院 济阳县孙耿街道

２６０ ＭＪ－ＪＹ－０２ 济阳县 举人王村老宅 济阳县回河街道举人王村

工业遗产类 （２５处）
２６１ ＧＹ－ＬＸ－０１ 历下区 万寿宫街北侧厂房 历下区万寿宫街北侧

２６２ ＧＹ－ＬＸ－０２ 历下区 济南轻骑集团 历下区和平路３４号
２６３ ＧＹ－ＬＸ－０３ 历下区 济南文化西路柴油机厂 历下区文化西路１４号
２６４ ＧＹ－ＳＺ－０１ 市中区 原济南重汽离合器厂 市中区建设路８５号
２６５ ＧＹ－ＳＺ－０２ 市中区 山东省建筑机械厂 市中区二环西路１１９５６号
２６６ ＧＹ－ＳＺ－０３ 市中区 山东省电力设备厂 市中区机一西厂路３号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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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７ ＧＹ－ＳＺ－０４ 市中区
红场 １９５２文化创意产业
园

市中区二环西路与红庙北路

交叉口东南角

２６８ ＧＹ－ＳＺ－０５ 市中区 山东省电视机厂 市中区经四路４１９号

２６９ ＧＹ－ＨＹ－０１槐荫区 济南半导体四厂 槐荫区纬八路１２５号

２７０ ＧＹ－ＨＹ－０２槐荫区 济南第二机床厂 槐荫区机床二厂南路８号

２７１ ＧＹ－ＨＹ－０３槐荫区 济南第一机床厂 槐荫区机一西厂路

２７２ ＧＹ－ＨＹ－０４槐荫区 纬七路１２７号近现代建筑 槐荫区纬七路１２７号院内

２７３ ＧＹ－ＨＹ－０５槐荫区
济南 １９５３茶文化创意产
业园

槐荫区张庄路东段路南广友

茶城内

２７４ ＧＹ－ＨＹ－０６槐荫区
济南皮鞋总厂 （西街工坊

创意文化产业园）
槐荫区营市西街１８号

２７５ ＧＹ－ＨＹ－０７槐荫区 济南试验机厂 槐荫区南辛庄西路１３８号

２７６ ＧＹ－ＨＹ－０８槐荫区 光明街１５－１７号机械厂 槐荫区中光明街１５－１７号

２７７ ＧＹ－ＴＱ－０１ 天桥区
济南北山面粉厂 （民意面

粉有限公司）
天桥区宝华街１３５号

２７８ ＧＹ－ＴＱ－０２ 天桥区 济南第一棉纺织厂 天桥区水屯北路北侧

２７９ ＧＹ－ＴＱ－０３ 天桥区 济南第二棉纺织厂 天桥区济泺路１１４号

２８０ ＧＹ－ＴＱ－０４ 天桥区 济南第四棉纺织厂 天桥区义合街５号

２８１ ＧＹ－ＴＱ－０５ 天桥区 原济南市啤酒厂 天桥区堤口路１７号

２８２ ＧＹ－ＴＱ－０６ 天桥区
山东造纸总厂东厂 （原泺

源造纸厂）
天桥区铜元局前街１１号

２８３ ＧＹ－ＴＱ－０７ 天桥区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

司
天桥区北园大街６０１号

２８４ ＧＹ－ＬＣ－０１ 历城区 济南铁厂
历城区工业北路铁骑路 ２５
号

２８５ ＧＹ－ＬＣ－０２ 历城区 济钢集团 历城区工业北路２１号

商业办公类 （３８处）

２８６ ＳＹ－ＬＸ－０１ 历下区
历山路１６３号某单位办公
楼

历下区历山路１６３号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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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 ＳＹ－ＬＸ－０２ 历下区 山东省化工厅办公大楼 历下区历山路８０号

２８８ ＳＹ－ＬＸ－０３ 历下区 济南市中心医院７号楼 历下区解放路１０５号

２８９ ＳＹ－ＬＸ－０４ 历下区 影视文化公司大楼 历下区青年东路

２９０ ＳＹ－ＬＸ－０５ 历下区
山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办公楼
历下区历山路７０号

２９１ ＳＹ－ＬＸ－０６ 历下区 济炼俱乐部
历下区智远街道工业南路

２６号

２９２ ＳＹ－ＳＺ－０１ 市中区
经三路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４、
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６号近现代
建筑

市中区经三路 １１０、１１２、
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６号

２９３ ＳＹ－ＳＺ－０２ 市中区
纬四路９９、１０１号近代建
筑

市中区纬四路９９、１０１号

２９４ ＳＹ－ＳＺ－０３ 市中区
经二路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号
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二路 ２０５、２０７、
２０９号

２９５ ＳＹ－ＳＺ－０４ 市中区 经二路２２６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二路２２６号

２９６ ＳＹ－ＳＺ－０５ 市中区
市中区经二路１８５号某单
位院内办公楼

市中区经二路１８５号

２９７ ＳＹ－ＳＺ－０６ 市中区
麟趾巷３号张家老宅、庆
记煤油店

市中区麟趾巷３号

２９８ ＳＹ－ＳＺ－０７ 市中区
纬五路 １６、１８、２０、２２
号近现代建筑群

市中区纬五路１６、１８、２０、
２２号

２９９ ＳＹ－ＳＺ－０８ 市中区
经三路１５０－１、１５２、１５４
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三路１５０－１、１５２、
１５４号

３００ ＳＹ－ＳＺ－０９ 市中区
小纬二路１４号近现代建
筑

市中区小纬二路１４号

３０１ ＳＹ－ＳＺ－１０ 市中区
经三路 １３７、１３９号近现
代建筑

市中区经三路１３７、１３９号

３０２ ＳＹ－ＳＺ－１１ 市中区
三里庄东街１５－２号现代
建筑

市中区三里庄东街１５－２号

３０３ ＳＹ－ＳＺ－１２ 市中区 经四路２３１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经四路２３１号

３０４ ＳＹ－ＳＺ－１３ 市中区 纬五路３０号近现代建筑 市中区纬五路３０号

３０５ ＳＹ－ＳＺ－１４ 市中区 济南燃料集团公司办公楼 市中区小梁庄街２５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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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 ＳＹ－ＳＺ－１５ 市中区
经二路２４９号院内近现代
建筑

市中区经二路２４９号院内

３０７ ＳＹ－ＳＺ－１６ 市中区
纬五路４、６、８号近现代
建筑

市中区纬五路４、６、８号

３０８ ＳＹ－ＳＺ－１７ 市中区
万紫巷东街 １０、２０号近
现代建筑

市中区万紫巷东街 １０、２０
号

３０９ ＳＹ－ＨＹ－０１ 槐荫区
经三 路 １５６、１５６－１、
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号近现代
建筑

槐荫区经三路１５６、１５６－１、
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号

３１０ ＳＹ－ＨＹ－０２ 槐荫区 经三路１９７号近现代建筑 槐荫区经三路１９７号

３１１ ＳＹ－ＨＹ－０３ 槐荫区 经四路３７２号近现代建筑 槐荫区经四路３７２号

３１２ ＳＹ－ＨＹ－０４ 槐荫区
经四路 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０、
３９２号近现代建筑

槐荫区经四路 ３８６、３８８、
３９０、３９２号

３１３ ＳＹ－ＨＹ－０５ 槐荫区 纬七路６２号近现代建筑 槐荫区纬七路６２号

３１４ ＳＹ－ＨＹ－０６ 槐荫区
经二路 ３９６、３９８号近现
代建筑

槐荫区经二路３９６、３９８号

３１５ ＳＹ－ＨＹ－０７ 槐荫区
纬八路 ８６、８８号近现代
建筑

槐荫区纬八路８６、８８号

３１６ ＳＹ－ＨＹ－０８ 槐荫区
经四路 ４４５～４５３号近现
代建筑

槐荫区经四路４４５～４５３号

３１７ ＳＹ－ＨＹ－０９ 槐荫区
济南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
槐荫区经一路１７０号

３１８ ＳＹ－ＨＹ－１０ 槐荫区
山东锦和棉麻有限公司办

公楼
槐荫区经四路４６５号

３１９ ＳＹ－ＨＹ－１１ 槐荫区 纬六路４７－１号近代建筑 槐荫区纬六路４７－１号

３２０ ＳＹ－ＴＱ－０１ 天桥区
山东省肿瘤医院东院区门

诊楼
天桥区无影山路３８号

３２１ ＳＹ－ＬＣ－０１ 历城区
山东工会干院与银行学校

办公楼
历城区桑园路５８号

３２２ ＳＹ－ＰＹ－０１ 平阴县 平阴东阿供销社 平阴县东阿镇东门村

３２３ ＳＹ－ＳＨ－０１ 商河县 小街子村供销合作社 商河县怀仁镇小街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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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教育类 （２０处）

３２４ ＺＪ－ＬＸ－０１ 历下区
山东建筑大学和平校区红

楼
历下区历山路９６号

３２５ ＺＪ－ＬＸ－０２ 历下区
山东省农科院第三宿舍院

内老建筑
历下区二环东路１１６８号

３２６ ＺＪ－ＬＸ－０３ 历下区 山东艺术学院图书馆 历下区山东艺术学院

３２７ ＺＪ－ＬＸ－０４ 历下区 山东艺术学院红楼建筑 历下区山东艺术学院

３２８ ＺＪ－ＬＸ－０５ 历下区 林家庄老教堂 历下区林家庄莲花山

３２９ ＺＪ－ＬＸ－０６ 历下区 刘智远三圣庙 历下区刘智远村北

３３０ ＺＪ－ＬＸ－０７ 历下区 姜家庄 “玉皇庙” 历下区姜家庄东南部

３３１ ＺＪ－ＳＺ－０１ 市中区 大庙屯观音祠
市中区大庙屯村０１３乡道南
侧

３３２ ＺＪ－ＳＺ－０２ 市中区 大庙屯观音堂
市中区大庙屯村０１３乡道以
北

３３３ ＺＪ－ＳＺ－０３ 市中区 上新街４９号近代建筑 市中区上新街４９号

３３４ ＺＪ－ＬＣ－０１ 历城区 蒋氏宗祠 历城区唐王镇井家村

３３５ ＺＪ－ＬＣ－０２ 历城区 神武村村庙 历城区神武村村庙

３３６ ＺＪ－ＣＱ－０１ 长清区 长清双乳私塾学堂 长清区归德街道双乳村

３３７ ＺＪ－ＺＱ－０１ 章丘区 三涧溪村马氏祠堂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石

岗子广场北侧

３３８ ＺＪ－ＺＱ－０２ 章丘区 孙家村杓峪庵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孙家村

３３９ ＺＪ－ＺＱ－０３ 章丘区 宫氏祠堂 章丘区官庄街道东矾硫村

３４０ ＺＪ－ＰＹ－０１ 平阴县
平阴孝直镇柳滩村董家祠

堂
平阴县孝直镇柳滩村

３４１ ＺＪ－ＰＹ－０２ 平阴县 平阴县南关基督教会 平阴县县城青龙路

３４２ ＺＪ－ＪＹ－０１ 济阳县 小安村回民清真寺 济阳县孙耿街道小安村

３４３ ＺＪ－ＳＨ－０１ 商河县 白集村老清真寺 商河县张坊镇白集村

其他类 （２３处）

３４４ ＱＴ－ＬＸ－０１ 历下区 山东水利设计院活动室
历下区历山路１２５号山东省
水利科学研究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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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３４５ ＱＴ－ＬＸ－０２ 历下区 姜家庄金阳桥 历下区智远街道姜家村村东

３４６ ＱＴ－ＳＺ－０１ 市中区 水楼子
市中区二七铁路南区七区３
号楼北邻

３４７ ＱＴ－ＳＺ－０２ 市中区 瓦峪沟村井
市中区瓦峪沟村主路中段南

侧

３４８ ＱＴ－ＳＺ－０３ 市中区
经二路 ２１１号现代建筑
（职工剧院）

市中区经二路２１１号

３４９ ＱＴ－ＨＹ－０１槐荫区 五七车站
槐荫区腊山河东路、烟台路

和日照路之间

３５０ ＱＴ－ＨＹ－０２槐荫区
经十路２７４６６号某社区内
近代建筑

槐荫区经十路２７４６６号段店
立交西南

３５１ ＱＴ－ＴＱ－０１ 天桥区
原第一棉纺织厂单层配电

楼

天桥区水屯北路北侧第一棉

纺织厂院内

３５２ ＱＴ－ＴＱ－０２ 天桥区
原第一棉纺织厂东侧２层
配电楼

天桥区水屯北路北侧第一棉

纺织厂院内

３５３ ＱＴ－ＬＣ－０１ 历城区 原山东农学院水工实验室 历城区桑园路５８号

３５４ ＱＴ－ＬＣ－０２ 历城区 济钢大门 历城区工业北路２１号

３５５ ＱＴ－ＬＣ－０３ 历城区
华山风景区华阳宫东南侧

仓库区建筑群

历城区华山风景区华阳宫东

南侧

３５６ ＱＴ－ＬＣ－０４ 历城区 济钢职工俱乐部
历城区鲍德炉料有限公司院

内

３５７ ＱＴ－ＬＣ－０５ 历城区 井家村贞节牌坊遗址 历城区唐王镇井家村

３５８ ＱＴ－ＬＣ－０６ 历城区 东泉村西首三孔桥 历城区东泉村西首

３５９ ＱＴ－ＧＸ－０１
济南

高新区

小清河与巨野河交汇处胜

利桥

济南高新区临港街道东河北

村西南角

３６０ ＱＴ－ＣＱ－０１ 长清区 张夏火车站 长清区京沪线中段

３６１ ＱＴ－ＺＱ－０１ 章丘区 三涧溪村胜利桥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

３６２ ＱＴ－ＺＱ－０２ 章丘区 三涧溪村平浪桥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东

首

３６３ ＱＴ－ＺＱ－０３ 章丘区 桑园文昌阁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桑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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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建筑编号 所属区 建筑名称 地址

３６４ ＱＴ－ＺＱ－０４ 章丘区 博平村文昌阁
章丘区普集街道博平村东南

角

３６５ ＱＴ－ＳＨ－０１ 商河县 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商河县贾庄镇胡集村

３６６ ＱＴ－ＳＨ－０２ 商河县 玉皇庙公社礼堂 商河县玉皇庙镇府前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全市应急管理

工作要点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１３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２０１８年全市应急管理工作要点》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

２０１８年全市应急管理工作要点

　　２０１８年，全市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
思路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围绕我市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

现代泉城”中心任务和 “１＋４５４”工作
体系，认真落实上级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

决策部署，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工作措

施，创新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信

息报送和应急处置能力，努力开创我市应

急管理工作新局面。

一、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一）落实国家、省应急体系建设相

关要求。认真贯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十三

五”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７〕２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推进全省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意

见》 （鲁政办发 〔２０１７〕６４号）精神，
对提出的重点建设任务进行细化分解，确

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

（二）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及时

调整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和各类专项

应急指挥机构，不断完善统一领导、综合

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

主的应急管理体制，鼓励县区、镇 （街

道）创新应急管理机构设置模式，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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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协调职能；推动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落

实应急管理责任，配齐配强专兼职工作人

员。

（三）加强应急管理工作考核。进一

步健全我市应急管理工作考核体系，完善

网上考核自评系统，优化考核指标，督促

各县区、各部门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年度考

核指标，有效发挥应急管理工作考核的导

向、评价和激励作用。

二、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建设

（一）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指导。

坚持重心下移，突出问题导向，开展以有

班子、有机制、有预案、有队伍、有物

资、有培训演练等为主要内容的镇 （街

道）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加强基

层示范点年度工作督促检查和总结评估，

加大日常沟通协调力度，及时总结推广经

验；完成我市第四批应急管理示范点的申

报资料梳理、现场查看和评审确认工作，

切实提升基层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二）强化基层信息员队伍建设。各

县区、各部门负责建立基层信息员队伍数

据库，并上报市应急指挥平台备案，同时

根据相关规定，科学制定信息员管理和奖

励措施，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加快推进社区、农村、企业、学校以

及事故、灾害易发多发地区基层信息员队

伍建设，各县区政府负责根据工作需要做

好基层信息员聘用工作，每个县区至少聘

请２０名以上基层信息员；探索建立突发
事件信息评分办法和通报制度，进一步加

强量化考评管理，完善正向激励机制。

（三）规范突发事件信息直报点。在

前期设立突发事件信息直报点的基础上，

总结先进经验，扩大直报点范围，通过信

息化手段，逐步在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公交、化工等城市生命线类、高危企

业中推广信息直报工作；规范信息报送机

制，充分发挥各类信息直报点的主渠道作

用，及时向市政府报告突发事件信息，以

及涉及城市运行、安全稳定的其他敏感类

信息。

（四）加大基层应急队伍建设力度。

各县区要指导镇 （街道）依托民兵预备

役、警务人员、医务人员、有关专家和有

相关救援经验的人员组建基层综合性应急

队伍，统筹开展先期处置、辅助救援、科

普宣教等工作。

（五）充分发挥济南应急广播平台作

用。在济南应急广播开办应急栏目，充分

发挥应急广播在预警播报、应急科普、舆

论引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强力推进镇

（街道）、村 （社区）应急小广播建设，

确保市民可即时收听权威的应急防范、预

警、处置、自救互救等信息。

三、做好政务值班和信息报告工作

（一）强化政务值班工作。严格落实

２４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值班抽查和巡
查等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推进全市政务值

班工作标准化建设；加强县区以下政府值

班工作，充实值班力量，完善软硬件设

施，全面提升政务值班工作水平；对全市

各级各部门政务值班工作加大检查指导力

度，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值守到

位、联络畅通、运转高效。

（二）落实 《济南市突发事件信息管

理办法》（济办发 〔２０１７〕２１号）。督促
各县区和市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

信息报告工作，制定符合本地区、本单位

实际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或实施细

则，并报市政府应急办备案。

（三）完善信息报告奖惩激励机制。

进一步改进应急管理考核办法，加大突发

事件信息报告工作在应急管理考核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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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权重，通过视频点名、电话提醒、座谈

交流等形式推动信息报告各项制度规定有

效落实。完善奖惩机制，对突发事件信息

报送及时的，予以通报表扬；对迟报、漏

报、瞒报、压报的，予以通报批评。

四、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一）落实 《关于进一步规范突发事

件现场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 （济政字

〔２０１７〕４５号）。根据文件要求，进一步
规范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工作程序，督促有

关部门根据分工要求，严格落实相关规

定。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应急指挥机构的统

一协调作用，理顺突发事件分级处置职

能，完善成员单位联动机制，切实形成处

置突发事件的强大合力。

（二）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强化

与省直部门和驻济单位的应急联动，加大

与淄博、泰安、莱芜、德州等周边城市的

应急管理合作力度，探讨建立区域性合作

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开展工作

和业务交流，协同解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

（三）加强重点行业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依托大型企业、特殊行业龙头企

业等社会力量，在化工、建筑等公共安全

重点行业和领域建设一批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建立健全社会特种车辆参与突发事件

处置的保障体系，提升特殊环境和恶劣条

件下的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四）建立与突发事件现场直接沟通

机制。市政府应急办接报较大以上突发事

件信息后，可直接与属地相关负责同志进

行联系沟通，及时核实和掌握现场情况；

处置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时，各县区、市

相关部门 （单位）相关负责人到达现场

后，应指定专人立即与市政府总值班室沟

通联系，实时报告突发事件进展情况。

（五）健全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积极

落实 《济南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

传播管理办法》 （济政令第２５９号），加
快推进市级突发事件预警发布体系建设，

切实提升突发事件预警发布水平。加大与

应急广播的联动力度，逐步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突发事件预警发布机制。

（六）加强应急预案修编和演练。结

合政府机构改革，对已经制定的部门应急

预案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加强动态管

理，着力提升应急预案管理水平；制定年

度应急演练计划，结合 “５．１２防灾减灾
日”等，组织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

急演练活动；编制我市应急演练指南，建

立应急演练评估指标体系，探索建立第三

方演练评估机制，指导应急演练工作有序

开展。

（七）推进应急管理专家组建设。做

好应急管理专家组换届工作，充实专家

库，定期组织专家开展应急管理调研活

动，充分发挥专家在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

中的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作用；适时开展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

会安全事件等四大类突发事件趋势分析和

相关对策的课题研究工作。

五、增强应急管理保障能力

（一）研究成立应急管理学会。借鉴

先进城市经验做法，在开展专题调研的基

础上，广泛调动驻济高校、科研院所和应

急管理专家等社会力量，研究成立应急管

理学会，为我市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智力支撑。

（二）推进应急能力评估。围绕全市

重大决策部署，对重点行业领域和重大规

划开展应急能力评估，建立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开展的应急能力评估机制，为我市

重点工作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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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应急管理专题调研。紧盯

我市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开

展应急管理专题调研，提出符合我市实际

的对策建议。积极开展年度应对突发事件

的总结评估和典型案例选编工作。

六、提升应急平台支撑能力

（一）推进以一个指挥 “大脑”为基

础的应急平台体系建设。各相关部门依据

本行业特点，加快推进自身应急平台建

设，扩大应急平台覆盖面，完善功能配

置，提高信息传输效率；加强应急数据库

建设，推动应急平台之间互联互通、数据

交换、系统对接、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应

急平台应用软件开发，提升应急平台辅助

指挥决策等功能；加强基层应急平台终端

信息采集能力建设，引导有条件的镇

（街道）探索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基层应

急指挥平台，实现突发事件视频、图像、

灾情等信息快速报送，推进 “互联网 ＋”
在应急平台中的应用。

（二）推进以 “天地图”为基础的应

急信息资源 “一张图”建设。以测绘地

信息系统 “天地图”为基础，制定相关

应急信息资源目录和技术标准规范，开发

应急地理信息可视化展示系统，建立有关

部门共同参与、各负其责的数据交换、维

护、更新长效机制，对基础地理信息和专

业部门的风险隐患、防护目标、队伍、物

资等数据进行空间化整合，探索构建应急

信息资源 “一张图”。

（三）推进应急物资储备数据库建

设。扎实做好各类常规性应急物资登记普

查，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动态

管理，建设应急物资装备数据库，为快速

应对和高效处置突发事件提供可靠保障。

建设现场处置物资储备数据库，充实相关

装备，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配，确保赴

现场处置突发事件人员的安全。

（四）推进全市危险源数据库建设。

对全市各县区道路标高、低洼地段等信息

进行摸底调查，形成全市统一的危险源数

据库，通过定期更新数据库，全面提升我

市风险管控能力水平。

七、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培训

（一）强化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广泛

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活动，推动应急科普宣

教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

家庭，强化大中小学公共安全知识和技能

培养；充分发挥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

育日”、“５．１２防灾减灾日”、“世界急救
日”、“１１９全国消防日”、“１２２全国交通
安全日”和 “安全生产月”等宣传主题

作用，组织形式多样的身边风险隐患识别

活动，推动公共安全知识普及，切实提高

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

（二）制作应急知识公益宣传片。围

绕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等主

题，高标准制作第二批应急知识公益宣传

片，通过扩大播放范围，增加播放频次，

全面提升应急知识防灾避险宣传效果。

（三）抓好应急管理培训交流。聘请

专家学者，针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信息

报送队伍组织举办不同层次的应急管理专

题培训班，对市政府总值班室轮值人员实

施应急值守和平台应用等内部培训。

（四）继续做好济南应急微信公众号

和市应急管理网站相关工作。拓展信息来

源和辐射面，不断扩大受众群体，积极做

好信息管理、更新、发布等工作；依托济

南应急微信公众号和市应急管理网站，建

设网上科普宣教平台、应急虚拟体验馆和

标准化的应急知识科普库。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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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公布全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和取消生猪

定点屠宰资格企业名单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１４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根

据 《山东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规定和

省、市关于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工作的要

求，我市对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进行了清理

整顿、标准化建设提升及定点屠宰资格重

新认定工作。经评审验收，济南嘉德美食

品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 （名单详见附件

１）达到标准化建设标准，取得生猪定点
屠宰资格；历城区食品公司唐王生猪定点

屠宰场等２６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名单

详见附件２）未达到标准化建设标准，按
照有关规定取消其生猪定点屠宰资格。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生猪定点屠

宰企业名单和取消生猪定点屠宰资格企业

名单予以公布。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

附件１

济南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名单

　　１．济南嘉德美食品有限公司
２．济南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３．济南福健食品有限公司
４．济南福华肉制品有限公司
５．平阴县食品公司顺源肉联厂
６．平阴县食品公司顺成肉食加工厂

７．章丘区双山生猪定点屠宰场
８．济南佳禄食品有限公司
９．济南市历城区食品公司董家生猪

定点屠宰场

１０．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生猪定点屠
宰场

附件２

济南市取消生猪定点屠宰资格企业名单

　　１．历城区食品公司唐王生猪定点屠
宰场

２．历城区食品公司仲宫生猪定点屠
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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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历城区食品公司柳埠生猪定点屠
宰场

４．历城区华山畜禽屠宰场
５．济南康利达食品有限公司
６．历城区食品公司遥墙生猪定点屠

宰场

７．济南高新开发区孙村镇金田畜禽
屠宰厂

８．长清区双泉镇生猪定点屠宰站
９．长清区马山镇生猪定点屠宰场
１０．长清区万德镇生猪定点屠宰场
１１．长清区五峰街道办事处生猪定点

屠宰场

１２．长清区归德镇畜禽屠宰站
１３．平阴县食品公司安城购销站

１４．平阴县食品公司孝直购销站
１５．章丘市明珠生猪定点屠宰场
１６．章丘市绣惠镇生猪定点屠宰厂
１７．章丘市明水镇承钢生猪定点屠宰场
１８．济阳县孙耿镇便民生猪屠宰站
１９．济阳县为民生猪定点屠宰厂
２０．济阳县曲堤镇泉信生猪屠宰站
２１．济阳县新市镇其成屠宰站
２２．济阳县仁风镇人丰生猪屠宰站
２３．济阳县崔寨镇新城生猪屠宰站
２４．济阳县惠民生猪屠宰站
２５．济阳县回河镇鑫达生猪屠宰站
２６．商河县鑫盛农副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管理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１５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

管理，有效遏制餐饮场所燃气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

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５８３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市政府
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管理

的组织领导

各县区政府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

管理职责，加强对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

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落

实工作资金，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每半年至

少开展一次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专项整

治活动。要大力实施餐饮场所供气管道化

改造，及时发现并依法取缔各类非法违法

餐饮场所。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

调解决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和供气管道化改

造中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市、县区有关

部门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严格落实部门

监管责任，督促辖区餐饮单位有效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建立健全部门之间工

作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情况通报，

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监管

的违法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要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研究制订有针对性的安

全监管执法检查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加

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责任落实到位；定

期开展联合执法，切实形成案件查办的部

门联动机制。

二、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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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认真履行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监

管职责。

（一）城乡建设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提出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基本要求，监

督燃气供应企业与餐饮单位签订供用气合

同；监督燃气供应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和合同约定，承担用户燃气设施定

期检查、燃气使用安全技术指导和宣传等

职责；对存在违法违规供气行为的燃气供

应企业，及时移交有关部门追究相应责

任；负责向社会公示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

证的燃气供应企业。

（二）城管执法部门。对城乡建设部

门移送的燃气违法违规使用案件依法实施

行政处罚，并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燃气

安全专项检查。

（三）工商部门。依法办理餐饮单位

营业执照，按照国务院 “先照后证”事

中事后监管的工作要求，积极落实 “双

告知”规定，通过市市场主体事中事后

监管服务平台，向同级相关审批部门推送

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线

索及时告知相关部门。

（四）质监部门。加强燃气充装站及

站内气瓶的监督管理，督促其充装有自有

产权标识的合格气瓶；督促检验机构依法

检验和报废气瓶，对判定报废、超期未

检、标记不符合规定的气瓶提供技术支

持；依法查处无证充装、超范围充装等违

法违规行为，并依法追究充装单位责任；

监督检查液化石油气生产单位的气体质

量，依法查处在液化气中掺混二甲醚等违

法行为。

（五）公安消防部门。对餐饮场所消

防安全实施专项监管，对餐饮场所燃气用

具安装、使用及供气线路、管路的设计、

敷设、维护保养等加强监督检查，依法查

处餐饮场所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

（六）商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组织

开展燃气使用安全专项检查和燃气安全教

育培训。

（七）城乡交通运输部门。依据 《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负责燃气道

路运输许可和道路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以及燃气道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装卸管

理人员、押运人员的资格认定。

（八）环保部门。对餐饮场所燃气泄

漏事故现场周边环境开展监测工作。

（九）安监部门。对餐饮单位燃气使用

安全工作实施综合监管，指导、协调和监督

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经有关部门

确定的在燃气使用方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餐饮场所安全隐患整改实施挂牌督办。

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一）燃气供应企业。燃气供应企业

作为燃气源头安全的责任主体，按照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和合同约定承担用户燃气

设施巡检、燃气使用安全技术指导和宣传

责任。负责与餐饮单位签订供用气合同，

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要遵守供气安全操

作规程，不得非法充装或使用报废、超期

和不合格的钢瓶。要加强对送气人员和车

辆管理，定期对餐饮单位实施燃气使用安

全检查。

（二）餐饮单位。餐饮单位作为燃气

使用安全的责任主体，对餐饮场所的用气

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按照 “谁使用，谁

负责”的原则，积极主动实施供气管道

化改造，大力推广使用管道天然气；使用

液化气的，要严格落实燃气使用安全规

定，使用合格气源、气瓶和符合国家标准

的燃气器具，在燃气储存场所、用气场所

安装可燃气体泄漏自动报警装置，燃气供

应系统要使用螺纹连接的钢管或不锈钢软

管，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调压阀、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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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配件。加强对从业人员燃气使用安全教

育和操作技能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和规

范操作水平。要与合法合规的燃气供应企

业签订供用气合同，每次购气后留存购气

凭证，自觉接受燃气供气企业的技术指导

和相关部门检查。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安

全隐患自查整改工作，每日营业之前和结

束后要落实专人对营业区域燃气设施进行

一次全面安全检查，营业期间至少每２小
时进行一次安全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备

查，确保用气场所安全。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统筹兼顾，实施标本兼

治。各县区要将餐饮场所非法经营和违规

违章使用燃气行为作为 “打非治违”的

重点内容，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安

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严格日常监管执法

和建立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相结合。要以落

实餐饮场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线，针

对餐饮场所特点，开展岗位达标活动，提

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规范

作业行为，全面提升餐饮场所安全管理水

平。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安全意

识。各县区要结合实际，在加强本辖区餐

饮单位燃气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的同时，

切实抓好燃气使用的安全宣传工作。要广

泛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宣传教育，让广

大市民和餐饮单位了解掌握燃气使用安全

知识，进一步提升安全用气意识，减少燃

气事故发生。

（三）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问

责。各县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

安全管理职责，坚决依法取缔一批非法违

法经营的燃气供应企业和餐饮场所。对不

符合燃气安全要求的餐饮场所，要依法责

令其立即停业整改，直至隐患消除。对不

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检查，导致发生事故

的，要严格按照 “四不放过”原则，查

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严肃处理。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印发）

ＪＮＣＲ－２０１８－０６８０００１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发布 《济南名牌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质监发 〔２０１８〕９号

各有关单位：

《济南名牌认定管理办法》已经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以

公布，自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起实施，请遵照执行。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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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名牌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全市整体质量水平，

引导企业培育、争创名牌，深入推进质量

强市及名牌战略，规范济南名牌认定管理

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贯彻国务院＜质
量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实施质
量强省战略的意见》和 《山东名牌认定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认定济南

名牌产品和济南市服务名牌 （简称 “济

南名牌”），适用本办法。

济南名牌产品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的经济组织生产的品质优良、市场占有率

和顾客满意度高、质量信用好、经济效益

显著、发展前景广阔，并按本办法予以认

定公布的产品。

济南市服务名牌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

内服务方通过商品或劳务的服务过程为消

费者提供的被社会各界普遍认可和肯定的

优质服务，具有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忠

诚度高的特点，并按本办法予以认定公布

的服务项目。

第三条 济南名牌认定，坚持组织自

愿申请，科学、公正、公开、无偿的原

则；坚持以市场评价为基础，注重综合认

定，好中选优；坚持政府推动、引导和监

督，委托第三方组织进行认定。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四条 济南市质量强市及名牌战略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 “市质量

强市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济南名牌的认

定和管理工作，并推进济南名牌的培育、

宣传和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由市政

府有关部门组成，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承担济南名牌认定

和管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委托第三方组

织具体承担济南名牌的认定工作。对第三

方组织提报的济南名牌认定结果进行监督

审核，并按程序报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审

定。

第六条 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济南名牌的培

育、推荐申报和监督工作。

第七条 承担济南名牌认定工作的第

三方组织应是依法注册的法人单位，所需

经费通过财政拨款方式解决，不具有营利

目的，具有独立、公正的主体地位。在委

托范围内开展名牌认定工作，不得将委托

事项再行委托，并接受市质量强市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监督。

受委托的第三方组织主要负责下列工

作：

（一）根据济南名牌认定范围，适时

修订完善济南名牌认定规范和济南名牌认

定指标体系，并按程序报批公布；

（二）接收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推荐的济南名牌申报材料，对申报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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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和资质证明材料公示；

（三）对申报材料的符合性、完整性

和真实性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四）负责建立济南名牌认定专家队

伍，且对专家实施动态管理。负责对认定

专家的培训、考核和使用；

（五）成立专家组。依据济南名牌认

定规范和认定程序，对申报产品和服务项

目进行认定，并按程序上报认定结果；

（六）对济南名牌认定规范执行情况

进行跟踪，及时向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

公室反馈跟踪情况；

（七）在专家材料认定、顾客满意度

调查、专家现场认定等工作的基础上，形

成综合认定报告，向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

办公室提报济南名牌预选名单。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八条 申报济南名牌的组织应符合

下列基本要求：

（一）应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成

立，且成立满三年以上，拥有自主商标所

有权；

（二）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

有效运行；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诚实守

信，重视品牌战略，社会信用良好；

（四）近三年来未发生较大社会影响

的质量安全问题。

第九条 申报济南名牌项目应符合下

列基本要求：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按照合法、有效的先进标准组

织运营，产品、服务质量居全市同行业先

进水平；

（三）具有先进可靠的生产条件和工

艺技术装备或自主创新成效突出，具有较

强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产品、服务项目连续经营三年

以上，并在注册商标范围内；

（五）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和顾

客满意度居市内同行业前列。

第十条 近三年内，申报组织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能申报济南名牌：

（一）应获得行政许可或者强制性产

品认证而未获得的；

（二）申报产品有质量监督抽查不合

格的；

（三）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保问

题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者有重大质量

投诉经查证属实的；

（四）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

（五）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凡符合年度申报条件的组

织，可自愿通过注册地所在县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申报济南名牌，并按时提交申报

材料。

第十二条 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符合申报

条件的提出推荐意见，并将申报材料报送

承担济南名牌认定工作的第三方组织。

第十三条 承担济南名牌认定工作的

第三方组织对申报组织进行资格核查，对

申报材料的符合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组

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认定，形成认定报

告，向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提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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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名牌预选名单。

第十四条 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预选名单进行监督审核，确定济南名

牌推荐名单，按照程序提交市质量强市领

导小组讨论研究；研究通过后的济南名牌

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

第十五条 公示无异议的，由市质量

强市领导小组批准并公告。

第五章　名牌标志

第十六条 济南名牌标志由标准图形

（含标准字体）及标准色 （三色）构成。

标准图形 （含标准字体）、标准色、标志

尺寸及标志标准字体见附件 （略）。

第十七条 获得济南名牌称号的组织

可以按照统一规定和要求自行制作济南名

牌标志，并印刷在其包装、说明书、广告

宣传以及有关材料上。标志图形可以根据

规定的式样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应当

准确规范，不得更改图形的比例关系，在

宣传使用时应注明获得年度。

第十八条 济南名牌标志只能使用在

与获得济南名牌称号品种、规格、型号、

服务相一致的产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不得

扩大使用范围。未获得济南名牌称号的，

不得冒用济南名牌证书或标志；被撤销济

南名牌称号的，不得继续使用济南名牌标

志；不得转让、伪造、变造济南名牌标志

及其特有的或者与其近似的标志。

第十九条 获得济南名牌称号的组织

名称或者商标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通过

县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市质量强市领导

小组办公室提出变更申请，经批准后方可

继续使用济南名牌标志。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济南名牌按年度进行认

定，不设定有效期。济南名牌按照相关认

定标准对申报组织近３年产品质量、服务
质量水平的认定。

第二十一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应

取消济南名牌称号并停止使用济南名牌标

志：

（一）发生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二）企业发生严重质量事故；

（三）质量明显下降、消费者反映强

烈；

（四）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政

策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

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止使用济南名牌标志。

第二十三条 参与济南名牌认定、监

督管理工作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遵守评

审程序和工作纪律，不得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严格保守企业商业机密和技术秘

密，保护知识产权。

第二十四条 除本办法规定外，其他

单位和个人不得组织开展济南名牌认定活

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２月１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
原 《济南名牌产品评价管理办法 （试

行）》和 《济南市服务名牌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同时废止。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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