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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南部山区
管委会的职能和作用，强
化对南部山区的综合管理
协调能力，探索一条新型
的跨乡镇行政管理优良机
制，是关系到南部山区发展
成败的关键因素。”参与南
部山区管委会成立筹备工
作的专家之一、山东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王志东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南山管委会的成立，标
志着南部山区保护工作进
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如今，南部山区管委
会已成立月余。在整个南
部山区的发展过程中，“大
管家”到底要管哪些东西？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目前
的工作进展如何？记者将
为您揭开“大管家”的面纱。

□记者 刘振男 刘晓

15 年后南山来了“大管家”，未来发展引期待

不考GDP，考绿色发展

建制现雏形
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

9 月 18 日，记者来到济南
市南部山区管委会驻地——— 柳
埠镇，这是由原来济南市历城第
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简称“历
城三职专”)改建的办公楼，门口
悬挂着“济南市南部山区管委
会”的牌匾，由于目前还处于装
修改建阶段，并没有相关部门入
驻。据门口保安介绍，目前在此
仅设有两个办公室，真正装修完
还需时日。

随后，记者来到历城三职专
校园内，并未发现已经开展工作
的工作人员，询问正在施工的工
人，表示“并不了解”。记者又联
系到历城区政府相关部门，得到
的答复是目前还处于过渡阶段，
相关部门人员还在调配充实当
中，其他情况暂不清楚。

由于南部山区管委会地处
柳埠镇，记者又来到柳埠镇政府
询问成立相关事宜，工作人员答
复称，相关的人员编制已经完
成，但交接还需要一个过程，等
到办公楼彻底装修好，相关部门
才能正式入驻并开展工作。

据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发布的公告称，南部山区管理委
员会核定行政编制 48 名，其中：
按照“人编同调”的原则，从历城
区调剂 25 名(仍计入历城区行
政编制总额)，从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调剂 5 名，从市财政局、
市规划局、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环境
保护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
旅游局各调剂 1 名；另从市级机
动行政编制中调剂 10 名。

南部山区管委会成立后，撤
销市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办公室
下设的南部山区保护与发展指
导处，职能移交市南部山区管理
委员会，相应划转行政编制 5 名
和处级、副处级领导职数各 1
名。历城区政府部门派驻仲宫、
柳埠、西营镇区域内的市场监督
管理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司法所、畜牧兽医站等派出机构
按现状履行职责。南部山区管理
委员会会同历城区政府、市政府
相关部门研究建立工作协调配
合机制。

在包括王志东在内的很多
业内人士看来，成立南部山区管
委会，是济南市政府在深入调查
研究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据
了解，为保护南部山区的生态环
境，济南市多年来采取了“南控”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总体上
看，南部山区仍存在私搭乱建、
生态脆弱、发展滞后等问题。

“首先，南部山区缺乏明确
的功能定位，这就使得有关部门
在保护与开发的工作思路之间
长期摇摆不定，甚至相互冲突；
同时，缺乏有创意的高水平总体
规划，造成保护规划与开发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与产业发展规
划、水利水源规划与建设建筑规
划、风景区规划与旅游业规划以
及林业规划等相互冲突和重
叠。”王志东分析，目前南部山区

发展面临着不少难题，但最关键
的是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
难以形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工
作合力，变成了“谁来都能管，谁
也管不好”。

“一直以来，南部山区都是
济南人小长假里的度假胜地，
然而千篇一律的炖鸡、吃野菜，
已经越来越难满足游客需求。
一些当地居民也在迫切地寻找
挣钱的路子，这与先前提倡的
生态保护之间，也存在着天然
的矛盾。”省城某乡村旅游专家
以南部山区的门牙景区举例，
该景区原本是“农家乐”发展的
先行区，很多年前曾是济南人
心中首屈一指的乡村度假游去
处，可现在看来，该地区的旅游
项目同质化非常严重，部分地
区丢弃了不少的生活垃圾，对

游客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在8月份举行的济南市南

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
上，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
记王文涛说，多年来，济南采取
了“南控”等措施，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总体上看，无序开发、
乱搭乱建、生态脆弱等问题在
南部山区仍然存在，面临着“控
没控好、管没管好、老百姓也没
富起来”的尴尬境地。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
很多，但问题的关键就是管理
体制机制的不顺，特别是没有
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南部山区
的保护。多头管理，导致‘多头
不管’；‘群龙治水’，等于是‘无
人治水’。”王文涛表示，出于解
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济南以问
题为导向，决策成立南部山区
管委会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对南
部山区进行管理。

南部山区未来将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实施红线内生态保护
与修复，加强造林绿化、退耕还
林与水系整治，完善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设施。保护的同时也有
发展，未来相关部门将实施南部
山区旅游景区提升工程，积极整
合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休
闲养生、特色林果等产业，构建
生态经济林系。

2016 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
告则明确提出，南部山区将以保
护为主，实行以生态保护为主导
的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健全生态
补偿机制。而今，南山管委会成
立，相关人士表示，一旦运转起
来，在生态保护的同时，如何实
现绿色发展，让南山居民富起来
将是南山管委会的一项重要任

务。“目前来看，绿色发展或以旅
游为突破口。”

而南部山区发展考核方式
的转变，也成了一时备受关注的
焦点话题。“市里已经决定，不再
对南部山区管委会进行 GDP 考
核，而是要考核其绿色发展。”王
文涛表示，将对南山管委会和 3
镇考评突出绿色保护、绿色发
展，不再考核 GDP 、财政收入、
招商引资等经济指标，同时还要
相应核减历城区的相关考核指
标，引导南部山区将工作聚焦在
生态保护上。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松绑
GDP，对南山管委会来说提出了
更高的执政要求。“松绑意味着
更严的‘考核’。市委在不考核
GDP 的情况下，将更加注重对

南部山区各项生态指标、百姓收
入、社会管理水平等内容的考
核，这意味着南部山区必须坚定
不移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发展
高质量的生态产业。”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引进国
际上生态保护规划方面的顶尖机
构，以山体、河流水系、泉水重点
渗漏带及泉水直接补给区四条红
线划定形成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
开发区为底图，将国土、建设、环
保、水利、林业、产业等规划融合
在一起，形成多规合一的规划。

“俺们不懂啥叫改革，但这
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保护起来是对的。”正在水库边
忙活着卖烤玉米的大门牙村一
村民说，自己在路边干了十来年
小生意，最大的感受就是卫生条
件越来越好了，“以前河里都是
垃圾，现在都有人打扫了，水也
越来越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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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配备情况

【未来】
突出保护适当开发

“南山管委会的成立，将
着力把南部山区打造成为当
地人民宜居宜业的生产和生
活环境，形成绿色生活、绿色
产业、美丽乡村协同一体发展
的新格局。同时，打造济南市
民和外地游客来南部山区文
化旅游、休闲体验的综合功能
区，发挥好文化、环境、经济、
生态、社区发展的综合效益。”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
员王志东王志东认为，南山管
委会的成立，对南部山区保护
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他建议，南山管委会首先
应聘请高水平的策划与规划
团队，做好准确的南部山区功
能定位，尽快编制其总体规划
和系列配套规划，包括重新审
视过去做过的一些规划，进行
一定程度的梳理整合与科学
系统的调整。

在此基础之上，突出保护
优先的原则，建立进行适当开
发利用的思路，统筹土地、建
设、旅游、林业、交通、工业、农
业、服务业等多种资源、产业
和行政管理要素，形成整体联
动发展、协调发展、合作发展
的大格局。

那么南山管委会应该干
些什么？在 8 月份召开的南部
山区管委会成立大会上，王文
涛连续多次强调了“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这一理念。

在王文涛看来，想要做好
南部山区的保护工作，需要做
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要
做‘减法’，一个是要做‘加
法’”。王文涛说，做“减法”，要
聚焦“拆违”，组建综合的行政
执法队伍和机构，开展集中执
法，动真碰硬、强力攻坚，对违
法违章建筑进行清理，而且还
要在“拆违”后进行规范管理
和监督检查。

“做‘加法’，主要是对南
部山区的生态进行保护修
复。”王文涛说，不能让老百姓
守着青山绿水过清贫日子。

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核
定行政编制 48 名，其中：按照

“人编同调”的原则，从历城
区调剂 25 名(仍计入历城区
行政编制总额)，从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调剂 5 名，从市财
政局、市规划局、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市环境保护局、市水利
局、市农业局、市旅游局各调
剂 1 名；另从市级机动行政编
制中调剂 10 名。

财政局

综合管理执法局 社会事务管理局

规划发展局党政办公室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委会为市政府派出机
构，正局级规格，先期代管历城区仲宫镇、柳埠
镇、西营镇。

党的组织、纪检监察、工会、共青团、妇女
工作等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按有关规定执行

机构设置情况

南部山区管委会长啥样？

济济南南市市南南部部山山区区管管委委会会驻驻地地。。 记记者者 李李威威言言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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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宣传标语。 记者 李威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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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谁来都能管，谁也管不好

【如今】
划定生态红线，不再考核 GDP

聚焦 南山管委会

之 未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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