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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方显特色
刘 成

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路街道玉堂社

区居民葛敏中：

李沧变了，生活更美了

图①①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市南区西部老城

区焕发新生机。 刘春梅摄
图②② 青岛崂山区金家岭金融区全景。（资料图片）
图③③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汽车进口口岸。 张进刚摄
图④④ 青岛蓝谷的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全景。 （资料图片）
图⑤⑤ 青岛港前湾新港区。 （资料图片）

作为依托胶州湾而建的海滨城市，

青岛正在打造新的湾区经济。随着“三

带一轴、三湾三城、组团式”的城市空间

布局逐渐深化，青岛正在朝着国家东部

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国内重要的区域

性服务中心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

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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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调整城市战略为湾区经济，提出“三带一

轴、三湾三城、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战略，是基于中国

城市化进程而进行的因地制宜的匠心之作。城市布

局，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彰显特色。

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按照预

测，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2030年

城市化率将会达到70%左右。所以未来20年左右，

还会有数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到非农产业就业，到城市

居住。专家预计，未来中国的发展，城市人口主要会

聚集在大概20个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地区。这

意味着各个城市必须因地制宜做好自己的定位。

青岛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

是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以胶

东半岛为重要区域的城市群范围里，青岛毫无疑问

是最重要的“一核”。

从这个角度说，青岛必须立足于国家重要中心

城市、国际重要特色城市的视角来布局。以“三湾三

城”为核心的湾区城市，这样的定位布局更有利于青

岛实现这一目标。湾区容易发展形成特大城市，这

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关，湾区对海湾两侧能够

形成有效辐射，还能往内陆地区深入辐射。纵观国

内外海湾型城市，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其发

展皆有规律可循，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

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

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已成为全球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经济变革的领头羊。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青岛的辐射和带动已

经形成了自己在胶东湾地区的都市圈。正如国家发

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所认

为的，“从青岛的发展潜力看，保持趋势发展下去，经

历若干年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超大城市，也会成

为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国家级中心城市”。

青岛有句老话，“宁

要市南一间屋，不要李

沧一套房”，我家就住在

这个“李沧”。我家搬到

青岛市李沧区的小区

时，很多亲戚朋友觉得

我们小区是“农村”“郊

区”，不如市区里面舒服、

方便，“不像青岛”。但这

些年里，我几乎每天都

能感受到李沧区日新月

异的变化，感受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随着地铁线路的通车、火车北站的开通运营以

及城市各项配套设施和市容市貌的飞速提升，人们

印象中的李沧区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之前的

李村河“脏臭差”，现在河道清淤、木栈道更新、塑石

修补，河水清澈透亮，鲜艳可爱、长势喜人的花草树

木让许多居住在河流沿线的居民有了好心情，也为

周边的居民提供了适宜的休闲娱乐场所。我和老伴

就经常去李村河边儿上溜达。

除了自然环境好，基础设施更是设计规划好、发

展快。如日常交通，地铁线开通以后，去市北、市南

更方便快捷了，还能保证准点儿，现在好多年轻人都

改坐地铁了。

更让人充满幸福感的是贴心到位的社区管理、

硬件建设和随之而来的人情味。大家住在一起，有

事儿一起商量，有活动一起参与，有资源一起分享。

走在小区广场，不时传来悦耳动听的歌声、戏剧唱

腔、悠扬的琴声，跟这么多老伙伴玩在一起，觉得自

己还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我们这些老年人，看着李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心里特别高兴。相信李沧的明天会更好！

（本报记者 刘 成整理）

从青岛市东部位于崂山区的滨海大道北行，一
直到青岛蓝谷核心区，40多公里的高架轻轨，正在
紧张施工，一段已建好的轻轨，已开始试车；在青岛
市西部的西海岸新区，城市地铁也正在施工中，穿越
胶州湾的第二条海底隧道也开始进入论证阶段；在
青岛北部的胶州市，最高等级的4F级青岛新机场正
在建设中，将于2019年投入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将
达到3500万人次，远期将达到5500万人次……
这些交通大工程的建设，是青岛从“一湾一城”

向“三湾三城”国际湾区都会城市跨越的重要基础和
象征。

再造城市发展架构

青岛是一座依托胶州湾而建的海滨城市，在今
年举行的青岛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青岛提出
了深化“三带一轴、三湾三城、组团式”的城市空间布
局，构建覆盖全域、面向未来的城市群主体形态。“三
湾三城”的城市架构是首次提出，即构筑“中心湾区、
西部湾区、东部湾区”海湾型城市新格局。中心湾
区，以胶州湾群为依托打造中心城区，优化城市功
能，集聚高端要素，延续历史文脉，彰显“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城市风貌；西部湾区，以灵山湾群为依托
打造西部湾城，建设董家口港城和古镇口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支点；东部湾区，以
鳌山湾群为依托打造东部湾城，建设世界知名、以海
洋教育科技为特色的“中国蓝谷”。
同时，青岛首次提出了“三带一轴”，即辐射山

东、服务海洋强国的滨海海洋特色发展带，面向东北
亚、融入“一带一路”的烟威青协同发展带，联通欧
亚、辐射沿黄流域的济潍青协同发展带，贯穿青岛南
北、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大沽河生态中轴。
“三湾三城”的城市架构，让青岛构建起了国际

区域大城市的发展框架。“三湾三城”的城市架构，
特别是即墨刚刚被批准撤市划区后，青岛市区面积
达到5214平方千米，占青岛市总面积的46.22%，
极有利于青岛更好地发挥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的龙头带动作用，更好地履行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
使命。

促进区域产业重新定位

“三湾三城”的城市架构，让青岛不同区域的产
业定位更加精确和清晰。5年前，近百家青岛老企
业启动了搬迁改造升级，大多数企业从“中心湾区”
搬迁到了“西部湾区”的青岛西海岸新区，使青岛西
海岸新区的工业重镇地位日渐突出。目前，青岛西
海岸新区已形成以青岛前湾港和董家口港为依托的
工业体系，在青岛市10条千亿级产业链中，西海岸
新区独占8条。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每年有千
亿级的投资项目落户，显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

而位于“东部湾区”的青岛蓝谷，则定位为海洋
高科技中心，目标是打造国际海洋科技高地，建设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目前，青
岛蓝谷已累计引进20个“国字号”重大科研平台，山
东大学等20余所高等院校设立校区、研究院或创新
园，落户各类科技型企业250余个，引进280余个高
端创新创业项目。
“中心湾区”的传统主城区，产业定位也更加精

准。市南区定位为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区，正在全力
打造时尚之都，目前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高端时尚
消费生态。崂山区则聚焦打造金家岭财富中心，短
短3年多时间，金家岭金融区已汇聚金融业态20

类，金融机构和类金融企业530家，实现金融业增加
值83.6亿元。

助力城乡统筹加速发展

“三湾三城”的城市架构，让青岛的城乡统筹
实现了加速度。且不说董家口港经济区的建
立，让这片昔日偏远的农村区域，摇身变成现
代化新港城；青岛蓝谷的建立也让即墨东部
沿海的渔村，直接变身为海洋科技城。更
重要的是城市空间的扩展，让青岛城市治
理眼光放到了更大的范畴，远离这两个
湾区的青岛北部农村区域，也以大沽河
的治理为纽带，形成了带动青岛城乡一
体化的生态中轴。以大沽河治理为契
机，青岛规划了大沽河旅游发展的10
个主题旅游地段，陆续打造了莱西姜
山、即墨古城等5大旅游区和莱西店
埠、平度云山在内的13个特色旅游镇，
很多沿河乡镇搞起了生态旅游，启动了
绿色发展新模式。
“三湾三城”的城市架构，让青岛更有利

于破解“大城市病”的难题。青岛提出了“组
团式”发展模式，即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
形成“中心城区—次中心城市—特色镇（街道）—
城乡社区”城镇体系。打造胶州湾东岸、西岸、北岸
中心城区，加速北部崛起，推动平度、莱西成为全域
统筹发展的战略支点。打造10个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次中心城市，加快产城融合，促进人口集聚。打造
35个特色镇（街道），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便民服
务。打造300个特色城乡社区（村），带动激发全域
发展活力。这种分层次发展的模式，将城市各种不
同功能层层分解，将大大分流人们不同的生活和生
产需求，从而缓解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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