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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已建立覆盖城乡的应急救援队伍

403支2.5万余人；建有不同规模、形式的应对各类

灾害事故抢险救援物资储备库（站、点）119座；政

府应急物资实物储备65类1074种……”昨日，青

岛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青岛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总体预

案》）进行解读，并详细介绍了青岛市目前应对突

发事件的各项保障情况。

第一时间响应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近年来，青岛市的应急预案体系不断完善，

在风险防范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2019年应急管理机构改革以来，青岛市应急

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应急管理综合能力不断

提升，全新的应急管理模式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为此，依据国家、省总

体预案，结合青岛实际，对原《总体预案》进行了修

订。”青岛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保岚在

发布会上介绍说：“《总体预案》是建立健全青岛市

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指导全市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组织应对四大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社会安全）突发事件的总体制度安排，对全

市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修订重点梳理了响应分级、组织指挥体

系、信息报告、舆论引导、预案管理等内容，使其内

容更全面，操作更科学，管理更规范，努力做到突

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和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

失。通过优化分级响应机制，充分考虑事件的性

质、造成损失、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

素，在全面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各类突发事件进

行分类分级，提高事件分级的灵活性、科学性。在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基层组

织和单位根据突发事件初判级别、处置难度、自有

处置能力以及预期后果，综合研判确定本层级响

应级别，采取相应应急处置措施，实现应急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科学投入。同时，各级各类应急预案

涉及的相关单位结合实际，制定配套的应急工作

手册、事件行动方案等多种形式的支撑性文件，提

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操作性。

2.5万人应急队伍保卫青岛平安

《总体预案》重点突出了应急准备保障，包括

从人力资源、财力支持、物资装备、科技支撑四个

方面。

在应急队伍方面，由应急管理部门统筹指导

各级有关部门建设和管理本行业、本领域的专业

应急队伍，并明确了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职

责。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姜书铭介绍，

“目前青岛市已建立覆盖城乡的应急救援队伍403

支 2.5万余人。其中，市消防救援支队 1支 2890

人，武警青岛支队1支445人、民兵骨干应急救援

队伍229支8840人，行业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132支 10473人，社会应急志愿者救援队伍40支

2654人。基本形成了以市消防救援支队为综合力

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和应急基干民兵为突击

力量，防汛抗旱、抗震救灾、森林防火、危险化学品

事故救援、公用事业、医疗救护、动物疫情处置等

行业领域专业队伍为骨干力量，企事业单位专兼

职队伍和社会应急志愿者救援队伍为辅助力量的

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在财政支持方面，青岛市将突发事件防范和

应对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每年预留5

个亿资金保障应急使用，采取按照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的方式实行分级负担，并通过研究相

应的征用补偿或者救助政策等，确保做到有力支

持、充分保障。政府各部门和各行业领域，都越来

越重视突发事件的处置，每年都在财政预算上作

专项安排，用于处置能力建设使用。“《总体预案》

还首次提出研究制定征用补偿或救助政策，为救

援人员购买相应保险。”王保岚说。

在应急物资准备方面，明确建立健全重要

应急物资监测平台和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

及紧急配送体系，确保应急物资和生活用品及

时供应。青岛市制定印发了《青岛市应急物资

储备管理办法》，建立了以生活救助类为主的

“市-区（市）-街道”三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

全市各相关部门建有不同规模、形式的应对各

类灾害事故抢险救援物资储备库（站、点）119

座，政府应急物资实物储备 65 类 1074 种，并对

重点领域应急物资实施市场化储备，社区应急

物资储备逐步完善，从上到下的应急物资储备

体系已基本形成。姜书铭表示，“目前，成品粮

油储备可满足主城区 15天市场供应量，肉菜储

备可满足全市7天供应量，应急医疗物资总体储

备可满足1个月运转需要。”

在科技支撑方面，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增强监测预警、辅助决策和救援实
战能力。青岛市集中信息化资源打造了城市云
脑中心，接入市应急局、市大数据局、市城市管理
局等25个部门和单位的154个系统297个场景，
接入视频监控13万余路。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
中，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优势，通过互连
互通、信息共享，从提供辅助决策信息、实时了解
掌握情况、及时上传下达信息、统一指挥调度队
伍物资等方面，为指挥部研判决策提供支撑，并
在防汛防台、山火处置和各类突发事件处置中发

挥实际作用。

近日，记者从青岛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今年一季度青岛市共计实施

老城区更新建设项目 25 个，其中一季度新开工

5 个，其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已完成投资 2.48

亿元，占年投资比率 10%，全部完成预定目标。

预计将用三年时间全面完成历史城区 93 万平

方米建筑保护改造。

据悉，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是青岛市城市更新

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重要工程，主要围绕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文化挖掘和业态引入等

方面开展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工作。

“里院”文化研究塑造城市新名片

为加快历史研究成果转化，历史城区开展了

“商贸文化”“老街里”“老建筑”专题研究。完成30

万字《镀金时代——中山路金融生活史》编纂和《纵

横街里》专辑编辑印刷。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风貌内

涵，主动培育策划打造新的文化品牌，进一步打造

形成具有个性的城市新名片。

同时，开展“里院文化”专题研究，完成100个里

院目录整理，梳理名称带“里”里院建筑40余处，整

理560栋风貌、文保建筑基本信息。启动大鲍岛区

域“里院文化专题研究”项目，推进原住民口述史访

谈，形成初步研究报告和展览方案。

在名人故居和文博场馆建设方面，青岛市研

究梳理 58 处名人故居基本情况；打造里院博物

馆，计划近期正式运营；推进“中山路城市记忆

馆”布展工作；设计景区旅游路线，制作“老城名

街”旅游地图，完成济宁支路等 6 个里院历史资

料宣传资料整理。

“一房一册”核定老建筑信息

为数不少的老建筑是历史风貌的重要载

体。开展与民间文史爱好者、街区老住户访谈

交流，按照“一房一册”模式整理 560 栋风貌、文

保建筑基本信息，核实中山路周边两平方公里

内的文保建筑信息；召开历史城区名人故居工

作推进专题会议，确定重点推进 19 处并跟进摸

清房屋产权情况；编辑完成 10条道路人文刊物；

撰写潍县路项目观摩解说词，设计济宁支路等6

处里院历史资料展板。

如今，在总面积28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保护范

围内，新发展的路线图已绘就，人气、商气、烟火气

正在重聚。

青岛市还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完成历

史城区约 93 万平方米建筑保护改造，实施 16 个

停车场建设、完成 29 条风貌道路整治提升、新

增 4 个休闲广场、完成 5 个片区人才公寓建设，

同步开展产业招商、业态调整等工作，推动实

现“建筑可阅读、街道可漫步、文化可传承、城

市可记忆”。

村与城的“共生”

沿着滁州路向东，离高楼大厦越来越远，忙

于施工的机器、塔吊、往来运输物料的大货车越

来越多，一个个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在忙

碌地建设着这片土地。

中韩立交桥北侧，仿佛进入了另一个青岛：袅

袅炊烟、二层民宅、蜿蜒的河道……这里与河对岸

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楼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是青

岛的张村河片区，一个城市中的“非主流”地带。但

这里并非人们想象中城中村的那般破败。恰恰相

反，这里的商业街每天都充满着“人间烟火气”。

“这里美食多着哩，有陕西肉夹馍、安徽牛肉

板面、川菜馆子、河南烩面……”来自重庆的务工人

员老廖指着一家饭馆说道：“这个川菜馆子很正宗，

经济实惠，要得要得！”“要得”在重庆方言的意思就

是“好的、行的”的意思，一口家乡菜，让在青岛建设

的老廖吃出了家乡味儿。像老廖一样，这里聚集了

带着安全帽或者背着大背包的“外来人”。

张村河，一个可以看到奋斗着的来青务工人

员的生活，以及映照普通居民居所点滴的地方。

据张村河村志记载，张村河源于崂山县北宅乡

峪夼东北，分水岭海拔200米，出西南汇莲花山、雾

露顶、围子、茶花顶7支水，经枯桃在董家下庄折西，

于大韩南转西北，过河东村于阎家山汇入李村河，到

胜利桥纳王埠河后注入胶州湾，河长22.5公里，流域

面积131.13平方公里。

而今的张村河，在被人们提及时，更多是与几

个“数字”与“标签”挂上了钩：3年时间、12个社区

村庄、“城中村”清零。

是新生活也是新方向

4月 18日，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了

全市土地推介会，对拟供土地资源及重点低效片

区（园区）向社会进行推介。会上指出，青岛未来

3年攻坚 10个重点低效片区（园区），建设项目

314 个，计划总投资 3438 亿；2022 年建设项目

228个，年度投资总额728亿，其中就包含张村河

两岸区域。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快70年了，不仅仅是因

为青岛优美的环境，更因为这里的人都很实在，也

很热情。”在张村河负责河道清理工作的王大爷

说，“拆迁是为了城市发展，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以

后能住上楼房应该也是不错的。”说起拆迁的问

题，王大爷倒是很乐观，对新生活充满期待，表露

出支持的态度。

在张村河片区的改造推进工作中，青岛市将

集中力量利用三年时间分片区梯次推进张村河两

岸剩余12个社区村庄的改造工作，实现区域内现

有“城中村”清零。

但是，张村河片区改造涉及人口众多，房屋拆

迁量大，如何做到稳妥有序推进片区改造工作已

成为该片区居民普遍关注的问题。

近日，崂山刘家下庄、李家下庄拆迁安置细则

也相继出炉，宣告张村河两岸改造进入了正式实

施阶段。根据公布的拆迁补偿方案，该区域货币

补偿标准为26000元/平方米。

“张村河片区12个社区共涉及原村民7600余

户，2万余人，外来人口约6万人，总拆迁面积约

320万平方米。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崂山

区委、区政府开展了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

坚行动。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更新推进中心副主任

王涛瑞还指出，把安置区的规划建设放在村庄

改造的首要位置，在户型设计上，优化房间布

局、提高居民得房率；在社区品质上，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完善功能配套；在建设质量上，狠抓

项目监管，严把安置区建设质量关，确保群众

按期回迁，真正让群众改得顺心、住得放心、生
活舒心。

挖潜存量展现未来张力

据了解，张村河片区将同步推进华润万象
汇、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青岛医院、张村河
南侧配套初中等配套设施。加快盘活株洲路、张

村河等片区低效用地的同时，还将同步导入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高端新兴产业。

政策体系保障是决定重点低效片区开发建

设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我们还逐步建立

了涵盖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全生命周期的法

规、政策、标准和操作的‘1+N’政策管理体系。
首先出台了《关于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意见》，
作为我市第1部针对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工作
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有关工作策略、实施方式
和政策保障。在此基础上，出台了‘N’部配套
政策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
工作的意见》等5个方面，充实完善保障内容。”
青岛市重点低效片区（园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执行主任、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主任张倩
铭表示。

张村河片区的改造建设牵动着两岸7000多
户居民的心弦，是崂山区突破发展瓶颈，打开城市
空间的关键抓手。

“我国城市发展的进程正在由追求增量、外延
扩张转向改造存量、内涵提质的转变，特别是传统
老城区存在的老旧低效片区开发亟待引起有关方
面的注意。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政府
政策引导、完善功能配套设施、增强源头创新能
力、导入新型产业，是提高其发展活力的重要举
措。”青岛市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青岛科技大学教

授雷仲敏说。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山东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主任张斌

介绍了省属企业2022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一季度，山东省属企业经济运行整体呈现“稳健

开局、持续提升”的态势。具体来看，一季度，山

东省属企业效益指标再创新高；重点企业“压舱

石”“稳定器”作用发挥明显；研发投入持续增

长；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据张斌介绍，一季度，26户山东省属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4616.7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全

省GDP增幅1.2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228亿

元、净利润158.3亿元、归母净利润34.6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0.7%、10%和15.3%，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增速高于全年预算目标，高于营业收入增

幅，显示出省属企业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有了进

一步提升。

面对疫情多点散发、局部暴发，俄乌冲突，

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严峻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山东省国资国企充分发挥“主力军”

“排头兵”作用，积极扩大投资，展现国资国企责

任担当。山东高速加快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一季度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0.2亿

元，是当期投资计划的149.7%。山东铁投一季

度完成铁路投资85.1亿元，同比增长33%。山东

能源开发的渤中海上风电A场址首根单桩基础

沉桩开工，标志着山东省首个平价海上风电项

目主体工程施工全面展开。绝大多数企业就业

稳定、市场稳定、生产稳定、供应链稳定。

新版《青岛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印发实施

三级储备库上千种物资保障全市应急供应

一季度青岛实施25个老城区更新项目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于爽

■首页新闻/青岛财经日报记者 章立莎

城市更新中的未来“张”力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于爽

相关新闻

一季度山东省属企业
实现营收4616.7亿元

4月26日上午，《青岛市重
点低效片区（园区）开发建设
三 年 攻 坚 行 动 方 案
（2022-2024年）》解读新闻发
布会在国际新闻中心举办。
详细划定了青岛10个重点片
区地理区位、产业定位、建设
面积等内容。

其中，张村河片区规划
定位为“水脉智城”，重点发
展商业商务、文体休闲、居住
配套三大功能，打造成为生
态环境优美、设施配套完善、
宜居宜商宜业的高端综合型
社区。这个隐藏在城市喧嚣
的'“城中村”，将走上怎样的
嬗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