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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政办发〔２０１９〕２６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莱芜区、钢城区加快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关于支持莱芜区、钢城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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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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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莱芜区、钢城区加快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为支持莱芜区、钢城区 （以下简称两区）加快发展，全

面融入省会发展总体格局，优化全市生产力布局和要素资源

配置，打造省会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树立全国区域融合发

展示范样板，制定若干政策措施如下。

一、加快基础设施一体化

１．提升交通通达能力。加快济莱高铁项目建设，２０２３

年９月底前建成通车。积极争取将莱芜至临沂、滨州、聊城

高铁纳入山东省铁路网近期建设规划，谋划中心城区联系两

区的轨道交通线路。加强主城区与两区交通联系，加快实施

中心城区至两区快速通道。推动省道３１７线莱芜区鹿野至章

丘区射垛段升级改造和国道２０５线钢城城区段绕线工程 （钢

城发展大道）建设。尽快开通主城区经章丘至两区的城际公

交线路，保障沿线群众享受便捷化、低成本的公共交通服

务。（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济南轨道交通集团）

２．支持雪野机场改扩建。提升雪野机场飞行区等级，

鼓励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打造鲁中轻型通用航空器运营服务

枢纽和区域性通用航空产业中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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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发展改革委）

３．提高通信一体化水平。将原莱芜市本地通信网络调

整并入济南市本地通信网，统一固定电话长途区号，原莱芜

市固定电话号码前加 “７”，由目前的７位调整为８位，统一

移动通信网络，调整短号码平台。推进５Ｇ创新发展，开展

５Ｇ网络规模化部署，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

场景开展５Ｇ试点示范应用。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

４．建设全国重要的商用车生产基地。积极争取山东重

工·中国重汽百万整车整机绿色智造产业城项目列入省重点

项目，在项目融资、土地指标、职工居住和通勤等方面给予

支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支持吸引集聚一批配套企业，加

快形成商用车产业集群。（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投

资促进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５．打造绿色精品钢产业集群。支持两区加快钢铁产业

转型升级，构建与沿海钢铁集群优势互补、差异发展的千亿

级精品钢产业集群，延伸钢铁产业链条，积极推进４００系热

轧、冷轧不锈钢服务下游制造业，推动汽车零部件、轴承、

磨具、锻造产业发展。积极推广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对

采用绿色钢结构部品部件的重点建设项目给予补贴，推动５

年内年钢结构加工能力突破２００万吨。支持精品钢产业技术

研究院建设发展。依托莱钢鲁中物流园规划建设山东钢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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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口岸物流办）

６．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两区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

破３０亿元、２０亿元、１０亿元的实体经济企业，市级财政分

别给予２００万元、１５０万元和１００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市财政给予３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投资额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技改项目，给予技术装

备投资额１０％的一次性补助资金，最高补助５００万元。（责

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７．支持承接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和引导历下区、市中

区等中心城区及济南高新区与两区建立合作机制，实施 “飞

地经济”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推动科技孵化平台及科技型

企业在两区布局产业化基地。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０平方米的标准

厂房建设项目，对三层及三层以上每平方米补助２００元，具

体补助内容根据产业业态确定。支持氢能源制、储、运、加

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燃料电池汽车关键零部件规

模化生产产业园区。（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

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市财政局）

８．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升级。将两区文化旅游资源纳入

全市整体格局，实施统一规划、整体推介，推出一批精品旅

游线路，打造一批精品乡村旅游示范村，支持雪野旅游度假

区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鼓励济南文旅发展集团以投资入

股等方式参与两区文旅项目开发运营。对市级重点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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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配套资金两区承担部分，市级财政给予１０％的资金补

助，最高补助１０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财政局，济南文旅发展集团）

９．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培育壮大 “三辣一麻”“三

黑一花”等特色优势品牌，支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将莱芜

生姜、莱芜黑猪纳入全市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体系，享受有关

产业支持政策。对于两区获得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单

位，给予２０万元奖励。对新获中国驰名商标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给予最高１００万元奖励。支持两区高水平建设田园综

合体。（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

局）

三、强化支撑保障

１０．加强民生保障。加快推进两区民生政策保障标准与

主城区等高对接。鼓励引导各类医疗康养、社会福利机构在

两区开办分支机构，支持两区建设区级养老服务中心，对以

社会资本为主导的健康养老机构，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由市

级财政给予每床位１０００元的资金支持。完善区、镇、村三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对两区文化馆、图书馆、美术

馆、博物馆、体育综合场馆建设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

１１．强化用地保障。支持两区更多项目纳入省、市重点

项目和省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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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给予倾斜。结合最新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适当增加两

区建设用地规模，留足发展空间。（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１２．强化金融支撑。鼓励引导驻济金融机构在两区设立

分支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新设立支行的每家补助５０万元。

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两区各银行的一体化结算

系统，加快推动两区商业银行实现与全市无差异化的金融服

务。鼓励支持两区城商银行和农商银行优化布局，稳定健康

发展，对年度增加的地方财政贡献，市财政给予一定比例扶

持，专项用于化解不良资产。推动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

济南金融控股集团等产业投资平台与两区共同发起设立实体

经济发展专项基金。（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财

政局，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济南金融控股集团、人民银

行济南分行营管部）

１３．理顺管理体制。将原莱芜市直接管理的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包括城市供水、城市雨污分离、园林绿化管护、城

市照明等，全部交由两区承接，由两区统一编制规划、调配

资源，推动人财物向两区下沉，实现事权、人权、财权相匹

配，保证建成区建设的完整性、系统性、延续性。将原莱芜

市级数字化平台系统移交区级使用，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支持区划调整前已开工项目续建，对龙潭西大街续建工

程、城区外环路一期工程、文化路公铁立交综合工程、大汶

河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等项目，由市有关部门帮助推进，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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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兜底完成。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管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１４．强化服务落实。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增强服务意

识，切实加大对两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两区

对口部门、单位的业务指导和帮助，按照工作分工，于本政

策措施印发１个月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推进政策措施落

实。市发展改革委及时调度该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协调解决

有关问题，分析政策措施落实成效，并将落实过程中出现的

重大问题及时报市政府研究解决。（责任单位：市有关部门、

单位）

上述政策措施实施期限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政策措施中

与现行市级普惠政策相似条目，按照就高原则，只享受一次

奖励。该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莱芜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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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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