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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 1 月 5 日讯 (记者

刘遥)5 日，临沂市经济工作

会议敲定了 2 0 1 1 年全市经济

工作大盘。记者获悉，2 0 1 1 年

临沂市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

初步确定为增长 12% 。

2 0 1 1 年临沂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初步定

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分

别增长 1 2 % 和 1 4 % 左右；规

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 2 0 %

和 1 8 % ；外 贸 进 出 口 增 长
1 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
11% 和 12% ；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控制在 4% 以内。

会议要求，2 0 1 1 年临沂

经济工作要牢牢把握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把

工作着力点放到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上来，确保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实现“十二五”发展的良好

开局。

会议指出，要重点抓好六

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着力以

增量优化带动存量提升，培植

壮大优势产业；要坚持农业现

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相统

一，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格局；注重扩大内需与稳定

外需相结合，促进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同时，发展服务业是
转方式调结构的工作重点，要

加快发展提升服务业，带动优

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县域经

济和园区经济，提升区域经济

竞争力。另外，2 0 1 1 年还将高

度重视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

设。

2011 年GDP 计划增长 12%
临沂市敲定经济工作大盘

本报 1 月 5 日讯 (记者

刘遥 )5 日召开的临沂市委

十一届十八次全委会，讨论通

过了连承敏代表市委常委会

所作的书面工作报告和《中共

临沂市委关于制定临沂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提出了“十二五”

时期临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定位、产业布局和主要目

标。明确提出要在“十二五”时

期把临沂建设成全国商贸物

流中心、鲁南苏北先进制造业

聚集区、全国优质农产品基地

和全国文明生态城市。

在产业布局方面，《建议》

提出要着力打造“一中心四板

块”的产业布局。“一中心”指

中心城市经济圈，“四板块”是

指东部临港经济板块、南部临

长三角经济板块、西部生态经

济板块、北部临胶东半岛经济

版块。《建议》提出，要以新一

轮区域规划，加强与周边区域

的对接与合作。

连承敏在书面报告中指

出，2 0 1 0 年，临沂市各项工作

取得了新的成绩，经济运行持

续回升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巩

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年

初计划，好于全省平均水平。

从 2 0 1 1 年开始，临沂的

县乡党委将集中进行换届，村

“两委”也将进行换届，连承敏

要求，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组

织建设，为实现“十二五”时期

目标任务、加快经济文化强市

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关键词：

培植壮大优势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超 1400 亿

全力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坚

持国有投资、民营投资和外商投

资一起抓，积极增加政府性投

资，扩大工业投资，鼓励民间投

资，确保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00 亿元以上。

新兴产业产值达 800 亿

新兴产业对于提升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区域竞争力

具有关键性作用。各级要高度重

视，立足当地实际，制定完善产

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千方百计培植发展新兴产

业，力争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新医药、新能源

汽车、新材料等领域尽快实现较

大突破。

年内临沂市新型产业产值

达到 800 亿元，增长 30% 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 2000 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

达到 33% 以上。

580 亿元投资工业技改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鼓

励和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增

强发展后劲，确保工业技改投资

完成 580 亿元，增长 22% 以上，

传统产业素质有较大提升。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治理水土流失 260 平方公里

2011 年，国家将启动新一

轮水利设施建设，省政府也将加

大水利工程投入。抓住这一机

遇，积极争取中央和省投资项

目，大力推进以水利为重点的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年内加快小汶

河等中小河流治理，使重点河段

防范标准提高到 20 年一遇，抓

好 4 个国家级农水重点县建设

和 6 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备，启动

实施大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

武河湿地二期工程。大力发展民

营水利，力争新增和改善灌溉面

积 55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60 平方公里。

继续“加快工业发展年”

继续开展“加快工业发展

年”活动，确保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经济效

益增长 20% 以上。组织开展“市

场营销年”活动，帮助企业加快

新上和技改项目建设；搞好银政

企对接，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信贷

过桥资金、担保中心、绿色通道

等融资手段运用，努力解决中小

企业贷款难问题；重视发展建筑

业，大力发展建筑劳务输出，塑

造“沂蒙建筑”品牌。

新增公交车 400 辆

要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重点抓好环城快速公路、开罗大

桥和机场改造提升工程，年内新

增道路面积 316 万平方米、停车

场 6 . 4 万平方米、公交车 400

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现象。

新增供热面积 1300 万平方米

完成蓝天热点公司 2*35 万

千瓦热电机组建设，新增供热面

积 1300 万平方米，显著改善部

分城区供热状况。

新增天然气用户 20 万户

铺设罗西至临港、临朐至沂

南、市区至费县的天然气管线，

力争年内新增天然气用户 20 万

户。

关键词：

内外需协调发展

坚决防止“两高一低”

优化投资结构，引导投资进

一步向社会民生、“三农”、技术

改造、中小企业、现代服务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坚决防止

“两高一低”项目，切实提高投资

效益。同时，要大力启动民间投

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

业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

础设施等领域，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

新发展农家店 1000 处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

动力，要把扩大服务消费作为重

要增长点，建设好市家政服务网

络中心，积极推广惠民早餐，搞

好农贸市场提升、区超对接和社

区商业示范工程，继续实施“万

村千乡市场”和“双百市场”工

程，力争新发展农家店 1000 处、

配送中心 5 处。

支持百家企业国际质量认证

会议提出，努力扩大出口，

加强机械、板材、柳编等 7 大出

口基地建设，支持 100 家企业参

加国际质量认证、50 家企业注

册境外商标，培育华盛中天等自

主品牌，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国

际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

发展提升服务业

支持临商网与阿里巴巴合作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支持临

商网开展与阿里巴巴的合作，尽

快扩大网上交易规模，提升交易

水平。精心组织第二届中国临沂

市场贸易博览会等重点展会，临

沂商城会展中心主展馆改造工

程要确保在临博会举办前完成。

同时，以临港经济开发区为

平台，积极与青岛、日照、岚山等

港口对接，大力发展临港物流，

构筑商贸物流业发展新优势。

新增文化旅游项目

抓好中国临沂好莱坞水上

影视基地、屠苏岛、兵学城、3D

影视基地、文化艺术中心、汤头

温泉城等项目建设，尽早开工沂

河湾园林式酒店、晋商温泉产业

园、郯城马陵古战场、兰陵古镇、

西班牙风情小镇、沂蒙乐园等文

化旅游项目，打造形成一批富有

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的精品

景点景区。

组建 5-7 家村镇银行
2011 年力争引进 3 家股份

制银行，组建 5-7 家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 20 家以

上、每县区至少拥有 1 家，临商

银行分支机构实现县域全覆盖。

加大对上市融资的力度，争取有

2-3 家企业上市。

关键词：

县域经济

过 6 亿县区达 4 个
2011 年，县区级财政收入

占全市财政收入的比重要力争

比 2010 年提高 5 . 5 个百分点。

过 10 亿元的县区要达到 3 个，

其中兰山区要达到 28 亿元、力

争突破 30 亿元，沂水县要突破

10 亿元；过 6 亿元的县区要达

到 4 个；其他县区除高新区、临

港区和蒙阴县外要全部超过 5

亿元。

抓好镇域经济

县域经济薄弱的根本原因

在于镇域经济薄弱，每个县区都

要制定规划，着力培育财政收入

过亿元、过 5000 万元的乡镇、街

道，着力支持财政收入低于千万

元的困难乡镇发展情况，全市将

坚持每年组织 1-2 次观摩、点

评，年终进行考核奖惩。

关键词：

高度重视改善民生

新增城乡就业 23 . 6 万人

实施“援企就业计划”和“创

业引领计

划”，支持各类

劳动者自主创业、

自谋职业，2011 年

力争新增城乡就业

23 . 6 万人。

农村低保提至 1300 元

重点抓好沂水县国家级

和费县升级试点县的新农保工

作，力争更多的县区列入国家、

省新农保试点范围。继续推进社

会保险扩面征缴，新增企业养老

保险 6 万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农村居民覆盖率达到 50% 以

上。

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力争 2011 年

提高 10% 左右。提高社会救助

水平，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

提高 10 元以上，农村低保标准

提高到 1300 元。

中医药住院报销提高 20%

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不低于 150 元，住院补偿

封顶线统一提高到 6 万元，中医

药住院报销比例在正常报销比

例基础上提高 20%，儿童重大疾

病住院报销比例提高到 70%。

新建 141 所幼儿园

规范发展学前教育，年内新

建幼儿园 141 所、改建 279 所、

扩建 103 所，学前三年幼儿入园

率提高到 62%。

均衡发展义务教育，中小学

公用经费实行城乡统筹、统一标

准，每生每年初中 700 元、小学

500 元，农村中小学寄宿生生活

补助提高到每生每年初中 1000

元、小学 750 元。加大对家庭困

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将高中助学

金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1000 元

提高到 1500 元，尽力保证学生

不因家庭困难而辍学。

着力改善办学条件，规划新

建校舍 41 . 8 万平方米，维修加

固校舍 7 . 4 万平方米，完成 328

所中小学“两热一暖一改”工程。

改造 90 万㎡棚户区

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

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

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

应总量的 70%。加大保障性住房

建设力度，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 86 . 5

万平方米，改造棚户区 90 万平

方米，解决和改善 2 . 75 万户中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本报记者 刘遥 文美

2011 年经济工作重点

临沂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

打造鲁南苏北

经济文化中心

解读

地方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收入 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2400

1211 . 8

115 . 5
49 . 1

1080

370 . 6

1150

476 . 6

19000

9129

6600

3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