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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优”行动规划逻辑与规划实践
□　吕东旭，邵　莉，程　婉

[摘　要]文章以济南市“中优”行动规划为案例，剖析了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行动规划逻辑和基于城市更新的行动规划逻辑，
探索在存量发展时代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的规划平衡方法，并根据“底线思维、求同存异、权责明晰”的思路，将
两种规划逻辑进行耦合，沿着行动规划路线耦合行动目标，协同行动策略、行动方向和行动任务，从组织领导、任务落实、
品质保障、资产运营 4 个方面提出基于政府、市场双主体推动的行动规划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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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Central Optimization" Action Planning, Jinan/Lü Dongxu, Shao Li, Cheng Wan
[Abstract] With the example of Jinan "central optimization" action plann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ction planning logic of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and explores the planning approach that balances the two ac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bottom line thinking,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seeking commonness, clarifying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paper integrates 
the two planning logic routes including visions, strategies, orientations, and missions, and proposes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rom four aspects: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mission performance, quality insurance, capital management, which will be pushed 
forward by the dual forc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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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构建“东强、西兴、南美、北起、中优”的城市
发展新格局，标志着其城市发展由空间拓展向全域协
同高质量发展转变，由扩展增量向提质存量转变。同
年 8 月，济南市针对老城区开展编制“中优”行动规
划，挖掘老城区核心价值，提升城市功能业态，激发
城市内在活力，彰显泉城特色风貌。“中优”行动规
划有别于传统的蓝图式、愿景式规划，按照“项目化、
清单化、责任化”的思路，构建一揽子、条目化的项
目任务清单，搭建事权匹配、权责清晰的行动任务体系，
是推进“中优”战略落地实施的行动指南。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城市发展也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由粗放型外
延式发展转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在增量发展空间严格
受限的情况下，规划更加注重盘活利用存量资源，走土
地集约节约利用的道路，城市更新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
重要课题和城市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一直是规
划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2020 年 7 月，济南市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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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济南市“中优”地区现状特征

1.1　富集最核心的历史人文资源，
但历史文化特色彰显不足

济南市“中优”地区主要是指济
南市二环路围合的老城区，面积约为
160 km2，是济南市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核心区域，也是泉·城文化景观申请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核心区域。区域内
集中了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古城、
老商埠等最核心的自然景观资源和历史
文化资源，包括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
140 处、历史建筑 172 座、泉水出漏点
10 处等。

济南市老城区特别是历史街区内普
遍存在私搭乱建现象，诸多历史建筑被遮
挡在违章建筑之中，部分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缺乏保护修缮，泉水院落等对外
开放不足，历史街巷风貌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由于缺乏整体的旅游开发引导，市
民和外地游客的游览主要集中在趵突泉、
大明湖、芙蓉街等热门景点，诸多优秀的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无人问津，部分
老建筑、老招牌、老牌坊等历史文化传承
已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之中，只存在于老照
片和老市民的回忆中。

1.2　集中最优质的大中型医疗、
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但
基层服务设施缺口大，人居环境
待改善

济南市老城区人口有 301 万，约占
全市人口的 30%；建设用地面积占中心
城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28%。但老城区却
集中了济南市 64% 的大中型医疗机构，
包括齐鲁医院、省立医院、市中心医院等；
66% 的养老设施，包括老年幸福院、敬
老院、老年公寓等；40% 的幼儿园、小学、
初中等教育设施；42% 的行政办公资源，
包括各类机关单位等。

尽管如此，老城区内的基层公共服
务设施依旧缺乏。一方面，其社区多建
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建筑已经开始

衰败、立面风貌较差，社区内各类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低或配置不完善，并
缺乏绿地等开敞空间，人居环境亟待改
善；另一方面，老城区内人口高度集聚，
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2 万人 / 平方公里，
其中 1/3 的街道人口密度超过 3 万人 / 平
方公里，密集的人口加剧了基层服务设
施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矛盾。

1.3　集聚丰富的就业岗位和业态，
但混杂的功能带来较强的外部负
效应

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济
南市老城区内有各类企事业单位 3.3 万
家，就业人口约为 94 万，产业功能混杂，
类型丰富，涵盖了批发零售、机械设备、
电子、五金、餐饮、医疗、装修等，并
设有 414 处专业批发市场、工业仓储和
棚户区，这对老城区发展旅游、提升风
貌品质带来了很强的外部负效应。并且，
由于老城区内集聚了大量省级大型医院，
外来就医人口的涌入加剧了交通拥堵；
部分省级行政机关占据优质的自然景观
资源，对市民的开放使用造成影响。因此，
济南市亟须将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外疏解，
优化提升老城区的内部环境。

1.4　问题表征总结
从以上分析来看，济南市老城区的

规划建设工作面临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
更新两方面的严峻考验。老城区的功能
业态待提升优化、部分历史文化遗存待
保护修缮、人居环境品质待改善、配套
设施待完善、城市特色风貌待彰显。

2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济南市
“中优”行动规划逻辑

2.1　行动目标与方向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中优”行动

规划，根本目标是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即通过保护物质载体，留存历史文化记
忆。其保护目标和策略可以分为 3 项：

①保护个体，即保护“中优”区域内独立
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老牌坊、老
招牌等；②保护群体，即保护“中优”区
域内有空间关联的群体建筑组合，包括泉
水院落、街巷、历史水系、历史步行联通
道路等；③保护历史环境，即保护与历史
文化遗存有关的空间环境，包括控制历史
街区周边的天际线、建筑高度，整治提升
历史街区周边的环境风貌等。

2.2　行动任务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中优”行动

规划任务主要包含 7 个方面的内容：保
护修缮文物保护单位，拆除私搭乱建；
保护、修缮、展示、利用历史建筑、特
色老建筑、老招牌和老字号；整治保护
传统街巷，优化提升设施和景观环境；
贯通泉渠水系，修复泉水宅院；保护街
道名称、街道走向、红线宽度、行道树
等；拆除中山公园周边有碍景观风貌的
建 ( 构 ) 筑物；保护洪家楼教堂建筑群，
提升广场及周边风貌环境 ( 图 1)。

3　基于城市更新的济南市“中优”
行动规划逻辑

3.1　行动目标与方向
基于城市更新的“中优”行动规划，

行动目标和方向主要有4个：①收益平衡，
即通过建设投资、核算收益回报，满足市
场运行主体的利润需求；②拆 ( 改 ) 旧建
新，推动“中优”地区内旧厂区、旧院区、
旧社区改造，开展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拆除违法建设；③提升人居环境，即通过
非核心功能的外迁疏解，厘清“中优”地
区的产业功能，提升环境品质；④完善设
施配套，即立足于打造“15 分钟社区生
活圈”，增加绿地等开放空间和各类公共
服务设施供给，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
便利度。

3.2　行动任务
基于城市更新的“中优”行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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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主要包括 11 个方面的内容：改造和
再利用老厂房建筑；更新改造老旧住宅
区、老旧社区；综合整治南门大街路口、
护城河沿线地区；改造火车站周边地区，
增加广场、公共绿地等功能；改造泺口、
上新街等地区，建设新社区；拆除违法
建设、山体周边临时或有碍景观风貌的
建筑物；改扩建趵突泉、五龙潭公园，
沿西护城河打造连续步道系统；改造整
治沿护城河建筑，增加滨水公共空间；
打造“一城一湖一环”环游连通工程；
建设完善山体公园，建设互联互通绿道
环；完善提升文教卫体等公共服务设施
( 图 2)。

4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双
目标导向的规划逻辑耦合

4.1　耦合的基本逻辑
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的规划逻

辑在提升环境风貌品质、拆除违法建设
等诸多方面是共通的，仅在局部方向上
有所差异。例如，只出于对历史文化保
护的考虑，新建建筑的体量应更接近传
统建筑，建设高度、强度不宜过高；只
出于对城市更新收益平衡的考虑，新建
建筑越高则城市更新收益越大，更容易
吸引市场主体参与和推动项目落地。

双目标导向的“中优”行动规划需
要将这两种逻辑进行耦合，主要按照 3
个原则进行：一是底线思维。无论哪种
逻辑的底线都不应触碰，触碰了历史文
化保护的底线，就会导致历史文化遗存
被破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触碰了
城市更新的底线，就会造成城市更新项
目难以实施，规划只能变成愿景式的蓝
图。二是求同存异。坚决贯彻两种规划
逻辑共通的思维和方向；对于二者不同
之处，则要因地制宜、取其精髓，寻求
最大公约数。三是权责清晰。历史文化
保护的实施以政府为主、以市场为辅；
城市更新的实施则以市场为主体，由政
府引导。归属政府主导的事项，必须要

严守公益性的本质；归属市场主导的事
项，要考虑市场的运营。二者虽有共同
之处，但要做到权责清晰、界限分明、
不可混淆。

4.2　目标的耦合
历史文化保护的底线目标，是对历

史文化遗存本体的保护和对周边一定范
围内历史环境的保护；城市更新的底线
目标，是实现收支的基本平衡，保证更
新项目的推进。这两个底线目标需要在
规划中兼顾实现 ( 图 3)。

耦合历史文化保护的 3 个行动目标
和城市更新的 4 个行动目标可知，提升
人居环境、激发地区活力是二者共同的
方向，历史环境保护需要拆除私搭乱建、

拆除违法建设、整治提升环境风貌；城
市更新的推进也需要进行环境治理、拆
除违章建筑。提升人居环境一方面有利
于提高原住民在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居
住的意愿，更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城市更新后地价、房价
的提升，更好地实现收益平衡。激发地
区活力，有赖于注入新功能业态，这种
功能的改变以不破坏历史文化遗存的物
质本体为前提，通过引入新的时尚业态，
盘活历史文化遗存的经济价值、使用价
值和社会价值，并进一步提高周边城市
更新地块的经济价值，反过来吸纳更多
资金用于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修缮，
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目标也存

图 1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中优”行动规划逻辑图

图 2　基于城市更新的“中优”行动规划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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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向背离的问题，历史文化保护倾向
于低强度开发、保护历史环境，城市更
新则倾向于高强度开发、平衡收益。这
种背离客观存在、不分对错，只是立场
不同，需要理性应对、求同存异来解决。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需
深化与细化“中优”地区景观核心敏感
区和重要视廊，在核心敏感区及视廊范
围内应按照相关要求严格控制建筑高度、
体量等；在范围外可适当提升建设强度。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施全域平衡统筹
政策，即核心敏感区及视廊范围内的城
市更新项目可采取与范围外地块捆绑等
方式，允许其实现跨区域平衡收支。

4.3　规划策略和行动方向的协同
“中优”行动规划以保护和更新为

根本遵循，以突出历史文化和泉城风貌
为核心，以泉·城文化景观申遗为抓手，
统筹“保、改、拆、建”等工作，提出“保、
显、提、优、享、减、补”七大策略，
以凸显泉城特色，展现泉城魅力。

“保”即严格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显”即彰显泉城特色风貌，打造世界
泉城品牌；“提”即强化城市功能，丰
富街区业态，提升人居生活品质；“优”
即优化空间布局和环境景观风貌，实施
微更新、微改造；“享”即增加公共空

间，提高空间开放度，实现全民共享；
“减”即减少非核心功能，拆除违法建设、

私搭乱建，外迁专业批发市场等；“补”
即补充完善各类生活配套设施和游览服
务设施。

规划面向长远发展，统筹历史文化
保护和城市更新，谋划 8 项重点行动，
推进“中优”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古城
保护提升方面，以泉·城文化景观申遗为
目标，保护和整治历史文化街区。在复
兴商埠区方面，保护历史建筑和传统肌
理，整合和链接特色资源，打造特色活
力街区。在疏解非核心功能方面，推动
行政机关、高校、省级医院、专业和批
发市场等功能外迁，释放公共空间资源。
在丰富都市核心功能业态方面，强化历
史人文资源保护和利用，注入现代功能，
导入高端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休闲产业，
丰富展览文创、时尚消费、艺术活动、
数字经济等功能业态。在生态保护方面，
推进“显山”工作，建设完善山体公园
和绿道系统，增加公共开放空间，提升
公共空间品质。在水系、步道连通方面，
推进大明湖—北湖—小清河—华山湖等河
湖水系、航道连通；通过优化观光公交
线路、绿道系统等，加强古城、商埠、
大千佛山景区的联系；优化机非、动静
态交通组织，变拥堵为有序。在整治环

境方面，拆除违法建设，加快旧城区、
旧厂区、旧院区更新改造，推进城中村、
棚户区改造。在人居品质提升方面，加
快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便利度。

4.4　行动任务的耦合协同
紧扣历史文化保护、风貌传承、城

市更新、功能优化、活力复兴、文化旅
游等主题，聚焦谋划市级重点，策划近
期重点打造片区，包括古城、商埠、洪
楼广场、大千佛山景区、小清河—黄河
之间地区五大片区，共细分为 15 个重点
项目及 55 项行动任务。将项目和行动任
务进一步详细分解，构建一揽子可操作、
条目化的项目任务清单 ( 表 1)。

行动任务在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
新方面各有侧重，并相互耦合协同。古城、
商埠片区侧重历史文化保护，包括对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街巷格局等的保护，
同时耦合城市更新的新理念，强调对一
般建筑和地块的微更新、微改造，不破
坏历史肌理；洪楼广场片区侧重保护洪
家楼百年教堂建筑群，因其与洪楼商圈
结合紧密，需协同推进百年教堂建筑群
保护与周边功能业态融合，通过对历史
建筑的保护带动提升周边业态层级和环
境品质；小清河—黄河之间地区侧重城
市更新，强调对老旧社区的更新改造，
同时寻求恢复、重现传统泺口古镇及古
渡口的方法，通过再现局部地区的历史
风貌，提升整体文化价值水平和品质；
大千佛山景区则侧重对生态环境和风貌
景观的整治。

5　基于“双主体”推动的行动
规划实施

历史文化保护实施主体以政府为主，
体现公益性；城市更新实施主体以市场
为主，体现城市经营理念。基于“双主体”
推动的行动规划实施，需要在兼顾二者
特点的同时，重点保证规划实施不走样、

图 3　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目标耦合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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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重点项目 重点任务

古城
片区

保护和整治芙蓉街—
百花洲、将军庙两个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修缮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拆除私搭乱建；保护整治
传统街巷，优化设施和景观环境；保护和整治泉水，贯通泉渠
水系，修复泉水宅院；丰富、提升业态层级，增加主题民宿、
酒吧咖啡、文化创意、特色工艺展售等时尚业态；结合参观流线，
建设泉城文化景观博物馆；研究制定特殊区域方案，改造提升
市政基础设施

改扩建趵突泉、五龙
潭公园

保护修缮长春观等历史建筑，拆除其他建筑；建设名人名仕展
览馆、书画馆、文化长廊等文化设施；沿西护城河打造连续步
道系统，连通趵突泉、五龙潭、大明湖；优化联系五龙潭南门
与趵突泉北门的人行通道

扩大开放珍珠泉公园，
与周边街区实施一体
化打造

无

改造西护城河—泺源
造纸厂地区

建设西护城河公园，扩展水岸开敞空间；沿护城河规划建设连
续游步道，串联大明湖、西护城河公园、五龙潭—趵突泉公园；
改造和再利用老厂房建筑，引入泉水博物馆、演艺小剧场等新
功能业态，塑造滨水特色文化“岛屿”；延续现状肌理，保留、
改造部分建筑，更新改造老旧住宅区，打造创意文化社区

改造东护城河地区 建设完善连续游步道，打通瓶颈节点；改造提升大明湖东门公
共空间节点；改造整治沿护城河建筑，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保
留部分社区建筑，整治提升社区环境和品质

策划改造南门大街—
司里街地区

改造省科技馆老馆地块；改造泉城大酒店地块；优化南门大街
交通组织；整治提升司里街地块

统筹优化交通组织 无
打造“一城一湖一环”
环游连通工程

贯通环“大明湖—护城河”游览步道；规划打造泉·城历史文化
休闲步道

商埠
片区

高水平编制商埠区规
划，为保护和改造提
升提供依据

无

保护、修缮、展示、
利用历史建筑、特色
老建筑、老招牌和老
字号

无

整体策划“一园十二
坊”特色活力街区

无

打造特色活力街道 保护街道名称、街道走向、红线宽度、行道树等；优化街道断面，
增加绿化带、慢行空间；将街道电线等入地；增加街道家具、
艺术小品、休息座椅等；整治街道两侧建筑界面；局部改造底
层建筑，增加商业空间；优化店面招牌，设置夜景照明；增加
特色标识

打造特色活力街坊 保护和修缮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特色老建筑；保护老招
牌，弘扬老字号；更新改造一般老旧建筑；逐步拆除中山公园
周边有碍风貌景观的建 ( 构 ) 筑物；拆除南侧沿街老旧门头房，
打开中山公园面向经四路的景观界面；拆除东侧一般老旧建筑，
打开中山公园面向纬四路的景观界面，与融汇老商埠连为一体；
引入新功能业态，复兴老商埠活力，打造老商埠风貌和现代时
尚生活融合的特色活力街坊

改造与复兴大观园街
区

保护和修缮烟草公司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延续传
统肌理、格局和空间尺度，更新改造一般老旧建筑，保持形态、
风貌协调；结合文物保护单位设置绿地等公共空间，策划步行
游线串联特色资源节点；恢复老字号，弘扬传统文化，开办地
方戏剧、相声剧社等演艺剧场，融合脱口秀等新文化形式，再
现“曲山艺海”辉煌；引入吃、购、游、娱等丰富业态，打造
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式商娱综合体

济南站周边改造及交
通组织优化

加快南广场改造；加快推进北站房建设；结合地铁建设，优化
人行、各类车辆交通组织和静态交通布局，加强交通管理

不打折。为此，济南市“中优”行动规
划制定了组织领导、任务落实、品质保障、
资产运营 4 个方面的实施措施。

5.1　建立“市—区—部门”多级
联动的市级统筹推进机制

首先，济南市委市政府成立“中优”
城市发展格局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
市长任双组长，由市委常委、分管副市
长任副组长，成员由相关市直部门、区县、
市级平台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其次，在
领导小组下成立工作专班 ( 指挥部 )，负
责人为分管市委常委、副市长，工作专
班内设综合推进组、规划编制及指导落
实组、政策研究及工作实施组，负责具体
工作的推进调度；历下、槐荫、天桥、历
城、市中 5 个区以及市住建局、市自规局、
市文旅局、市园林局等 10 余个相关部门、
平台负责具体实施，推进“中优”行动
规划落地。

5.2　建立工作台账，构建事权匹配、
权责清晰的行动任务体系

按照“规划项目化、项目清单化、
清单责任化”的思路，将“中优”行动
规划重点打造的五大片区、15 个项目和
55 项行动任务进行分解，构建一揽子可
操作、条目化的项目任务清单；工作专
班对应事权，明晰各部门、各区县权责，
建立工作台账，定期督导，保障项目任
务的持续推进和落地实施。

5.3　实行责任规划师制度，保障
规划高品质落地实施

为制衡市场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
求，防止规划实施走样、打折，济南市
针对古城 ( 明府城 ) 等重点片区，聘任片
区责任规划师，对片区内相关实施性规
划设计方案，包括城市设计、修建性详
细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履行
专业指导、技术总控和审查把关等职责，
独立出具书面审查意见，保障“中优”
重点片区内实施性规划设计的高标准编

表1　济南市“中优”行动规划项目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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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高品质落地实施。

5.4　探索城市存量资产捆绑打包、
联动保护更新的新模式

规划在历史文化保护的基础上，从
城市运营角度探索存量更新的新模式。
一方面，古城片区积极申请国家开发银
行的金融支持，成功申请到 55.5 亿元贷
款，同时明确古城片区三年行动计划，
平衡历史文化保护、改善民生和人口疏
解的关系，保障项目落地；另一方面，
采用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方式，统筹存
量资源的历史价值、商业价值和功能特
点，探索“文旅 + 房产”“腾笼换鸟 +
触媒带动”“小微更新 + 精细织补”等
差异化更新模式，整合现有存量资源和
历史文化资源，形成 5 个不同类别的 12
个城市更新项目包，测算项目资金投入
产出情况，在满足基本收支平衡和盈利
后，将城市更新项目包对外招商，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

6　规划实施情况评估与启示

济南市“中优”行动规划实施两年
来效果明显。一是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修缮，城市风貌获
得很大提升。例如，古城片区的陈冕状

元府、题壁堂、寿康楼、督城隍庙等文
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已完成保护和修
缮，王府池子街 12 号院等泉水院落完成
保护提升，涌泉胡同、后宰门街、将军
庙街等 10 条老街巷已完成历史风貌恢复
工作，历史文化街区内起凤桥街已完成
综合整治。二是重点片区、地块的更新
工作初见成效。济南宾馆地块、经四小
纬二 ( 万紫巷 )、福音里等重点街坊和地
块已完成房屋冻结，特色老建筑的保护
修缮、一般建筑的改造提升和活化利用
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洪楼广场片
区已完成花园路街道建筑立面整治提升，
并建成过街天桥；大千佛山景区已经完
成植树补绿和设施完善工作，佛慧山北
入口、环山绿道等重点项目已建成并对
外开放。

济南市“中优”行动规划是一次历
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双目标导向的综
合探索，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课
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是针对老城微更
新、微改造地区，受用地空间限制，难
以按照正常的规模标准配备公共服务、
市政等设施，需要研究制定满足基本功
能的非常规的配套标准。二是老城区房
屋存在大量复杂产权、多产权或无产权
证明的情形，一房多户情况普遍，且房
屋面积通常较小，以面积标定补偿标准

难以获得居民认可。如何在这种情形下
制定补偿标准并保证更新项目顺利进行
是实施面临的一大难题。三是在全域平
衡统筹政策下，需要进一步对跨行政区
的利益平衡机制进行研究。

(感谢《济南市“中优”行动规划》《济

南市“中疏”规划》《济南市“中优”地

区重点片区实施性方案设计》等规划方案

项目组成员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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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重点项目 重点任务

洪楼
广场
片区

无 以保护洪家楼教堂为核心，整治洪楼广场及周边环境，实施微
改造，整治提升周边建筑，完善设施配套；结合轨道站点建设，
合理利用地下空间；提升洪楼广场周边商业层级，丰富吃、购、
娱等业态和引入文化业态，打造古城、商埠以外的第三特色街
区商圈；发挥山东大学校区资源优势，推进大学校区、科技园
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动、融合发展”，改造利用老旧建筑，
打造科创空间、山东大学创意长廊、SOHO 等，引入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院、创新创意产业

大千
佛山
景区

无 拆除违法建设，推进“显山”工作；加快千佛山北广场建设；
加快佛慧山开元寺北入口整治；完善山体公园建设；建设互联
互通的绿道环

小清
河—
黄河
之间
地区

无 重点打造泺口古镇文化区；打造现代商贸服务业载体；沿小清
河打造高品质步行街；打造药山、泺口、黄台山 3 条城市绿廊；
完善文教卫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将丁太鲁三角区纳入黄河生态
风貌带统筹规划管控；强化黄河、小清河沿岸天际线和风貌管
控；改造提升济洛路沿线地区

表1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