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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433个老旧小区改造
我市今年将启动20个城中村改造 建成安置房3.1万套 新增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以上

聚焦2024青岛两会 青岛 报

报告解读
关键词：城市规划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4
年，青岛将优化城市规划布局，深
入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行动，
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游水平。全
面完成20个低效片区规划设计，
完善扶持政策，加快实施139个市
政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新启动
20个城中村改造，建成安置房3.1
万套。加快100个停车场建设，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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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登
完成5个山头公园整治

提高城市规划水平。推动《青岛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落地实施。完成市辖区分区规划及镇
级总体规划，优化重点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启动编制国土空间近期建设利
用、工业用地布局、停车场建设等8个
专项规划。加强主要功能区块、重要节
点的城市设计，彰显城市特色风貌。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低
效片区开发建设和低效闲置土地处
置。全面完成 20 个低效片区规划设
计，完善扶持政策，加快实施 139 个市
政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高水平建设
一批特色专业园区，促进产城融合，打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入推进历史城
区保护更新，基本完成核心区老建筑保
护修缮，实现中山路等8条道路改造完
工。建成邮轮港区航运金融中心、世界
之眼等项目。实施新兴业态招商专项
行动，持续提升历史城区人气活力。新
启动20个城中村改造，建成安置房3.1
万套。完成433个老旧小区改造，一体
推进周边老旧街区环境提升，加快嵌入
式服务设施建设，提高物业服务品质。
完成5个山头公园整治，新建城市绿道
100 公里。实施李村河（张村河）生态
修复和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加快 100
个停车场建设，新增公共停车泊位2万
个以上。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化重点
领域专项整治。巩固违法建设治理成
效，保持新增违建“动态清零”。持续
推进市容秩序突出问题治理，深化景
区景点周边、铁路公路沿线和主次干
道两侧等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完成100
条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创建优秀规范
化农贸市场 40 处以上。加快垃圾分
类设施改造提升，提高分类处置和资
源化利用能力。加强交通拥堵综合
治理，系统化解 173 处交通堵点，深化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完善群众参与
机制，实施100处城市“微更新”。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柳宾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大都依赖于产业的繁
荣，而城市更新又可以推动原有产业的变革和新兴业
态的衍生。青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过程中，应根据不
同区域承担的不同功能，选择产城融合度高、轻量化
等特点的新产业或新业态，为更新后的持续发展提供
保障。为此，他提出五点建议：

传承历史文脉，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风情街区。
青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过程中，应通过植入和发展新
兴产业业态将传统文化厚重的历史街区打造成为具
有本土特色的风情街区，使其成为像上海田子坊、北
京南锣鼓巷等那样的“城市名片”。

挖掘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在
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过程中，应按照“建筑可阅读、街区
可漫步、城市可记忆”的要求，从不同建筑、不同区域、
不同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创新活化利用机制，
在充分挖掘其传统功能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加快融
入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功能。

活化文化遗产，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
798艺术区、上海1933老场坊、广州红砖厂创意艺术
区等，都是利用老厂房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成功
案例。青岛应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对历史城区内承
载着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历程的商店仓库、厂房车间、
公用建筑等，在保护原址和历史文化记忆的基础上，
融入工业设计、时尚艺术、现代文创、文艺休闲等新兴
业态，实现特色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相互融
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和品牌。

展示文化特色，打造新型节庆品牌。节庆活动是
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和构成旅游产品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在塑造旅游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带动消费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进一步放大依托改造后的
历史城区举办青岛国际邮轮节、上街里啤酒节、青岛·
市南上街里·逛春天旅游艺术季等活动的示范效应，
举办历史街区IP巡游、里院演艺、文化展演、非遗展
示、时尚购物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同时大力推进

“旅游+城市”“旅游+文史”“旅游+元宇宙”融合发展，
打造充分展示老城区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的新型节
庆品牌。

坚持数字赋能，不断提高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服
务业数字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趋势，历史城
区保护更新过程中，应努力探索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
可行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
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私家车拥有
量逐年增加，青岛作为旅游城市也涌
入大量外地车辆，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老旧小区等地的停车难现象相当
严重。”王玲告诉记者，她关注到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新增公共
停车泊位2万个以上。在停车泊位的
建设过程中，她认为不仅仅是数量提
高，在青岛市范围内亟需进一步完善
路内外停车泊位智能化改造、完善城
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开发停
车后市场应用等链条，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本土智慧停车品牌，形成青
岛市特色的智慧停车示范，抢占全球
智慧停车智能化领域的制高点。

为此王玲建议，应引入具备专
业技术和丰富运营经验社会资本与
国企平台成立合资公司，双方优势
互补，相互赋能，共同提升青岛市路
内停车向智能化转型，建立智慧停
车管理体系，完善全市停车“一张
网”，建立全市统一智慧停车管理平
台，充分利用停车基础大数据与交
通、公安、城管进行数据联通，最大
化地发挥智慧停车数据应用。提高
市 民 停 车 体 验 ，降 低 投 诉 ，结 合
ETC、路内外联动等多渠道缴费路
径，真正做到“无感停车、无感收费”
的管理模式，提升财政税收、改善道
路交通拥堵等情况，将青岛智慧停
车打造为全国行业标杆。同时推广
智能停车系统，实现车位预约、自动
寻位、自动缴费等功能，减少人工管
理成本。通过建议停车位共享机
制，实现停车位的共享和利用，提高
停车位利用率，减少路面停车。同
时建立停车位信息公示系统，实时
公示停车位使用情况和空余情况，方
便市民选择车位。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刘鹏 刘世杰

要
干
啥

专家解读
用新业态激活历史城区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柳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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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说
完善全市停车“一张网”
■市政协常委 王玲

老旧片区改造后，李村河上游景色优美。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