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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010 年，临沂市面对复杂的

经济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实现平稳

较快发展。2010 年全年实现生产
总值 2400 亿元，增长 12 . 9% ；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64 亿元，增

长 3 . 5%；第二产业增加值 1206 . 3

亿元，增长 13%；第三产业增加值

929 . 7 亿元，增长 15 . 1% 。三项产
业增加值占比为 11：50 . 3：38 . 7，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同比提高 1 . 3

个百分点。

去年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稳

定增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116 . 2

万亩，总产 468 . 8 万吨，累计发放良

种补贴 1 . 3 亿元，种粮补贴 5 . 2 亿

元，农资综合补贴 4 . 3 亿元。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不
断优化。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增加值 1 0 9 3 . 5 亿元，增长
16 . 4% 。制造业、支柱行业、骨干

企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规模以

上工业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996 亿

元，增长 16 . 2%。

民营经济在生产、消费、投资

等方面均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

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完成增加

值 940 . 5 亿元，增长 16 . 1%；非公

有经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71 . 3 亿元，增长 19 . 4% ；民间投

资 1167 . 9 亿元，增长 27 . 5%。

同时，经济运行质量有新的

提高，这成为 2010 年临沂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地方财政收
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 . 8 1% ，同比提高 0 . 4 7 个百分
点；国、地税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到 7 . 92% ，同比提高 1

个百分点。

本报 1 月 27 日讯 (记者

周磊 王逸群)《旅行社责任保

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 2 月 1 日正式施行。

27 日，记者采访临沂多家旅行

社、保险公司了解到，新规定

的实施将更好保障游客权益。

根据 2001 年的《旅行社

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

国内旅游每人责任赔偿限额

为 8 万元，入境、出境旅游每

人责任赔偿限额为 16 万元。

27 日，临沂国际旅行社的

孙波副总经理告诉记者，与原

规定相比，新《办法》中规定的

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有了

较大提高，规定不得低于 20

万元。

“这对旅行社来说是好

事，虽然可能导致公司保险费
用增加，但却能更好地保障游

客的权益，消费者得到实惠，

才会更加信任我们旅行社。”

孙波说，“另外一方面，虽然谁

都不想出事，可万一出了事
故，因为保险额度的增加，旅

行社的压力也能减轻不少。”

新《办法》还同时规定，将

导游或者领队人员的人身伤

亡也纳入到保险责任、赔偿责

任之中，这在保险规定中首度

如此确定。

旅行社责任保险

新规下月实行

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不低于 20 万

本报 1 月 27 日讯 (通

讯员 夏成宾 记者 周广

聪)27 日，临沂市妇幼保健院

通过山东省妇幼保健机构等

级评审专家组评审，成为全

省第一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
院。

1 月 17 日，山东省妇幼

保健机构等级评审专家组对

市妇幼保健院的医院行政管

理、临床医疗等五个方面进
行现场评审。同时，专家组进
行了明察暗访以及测试考

核、患者满意度回访调查。

经过评审，专家组一致

同意时妇保院通过等级评
审，达到三级甲等妇保院的

标准，成为全省第一家三级

甲等妇幼保健院。

市妇幼保健院

晋升三级甲等

临沂市生产总值 2400 亿元，增长 12 . 9%，高于全省增长水

平，民营经济税收占国地税收入的 81 . 7% …… 1 月 27 日，临沂
市统计局公布了 2010 年临沂市的重要经济发展数字。

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2400 亿元

文艺界科学界

举行迎春茶话会

本报 1 月 27 日讯 (记

者 孟君)27 日上午，临沂市
文艺界社科界举行迎春茶话

会，临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建华寄语文艺、社科工作

者，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

反映时代主题和思想性艺术
性相结合的文艺作品。

茶话会上，临沂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建华总结了
2010 年是全市文学艺术和社

会科学事业大发展的一年，文

艺作品异彩纷呈，《沂蒙六姐
妹》、《沂蒙》等一批文艺精品
荣获国家和省级大奖；群众文

艺活动更加活跃，成功举办第

八届书圣文化节；社科普及工

作日益广泛，沂蒙讲坛、社科

普及周、沂蒙红色文化进高校

等活动影响深远。

二套房贷新规尚未实施
业内人士预计春节后将有调整

■观市场：

买二套房

压力增大

“目前临沂市的二套房贷
政策还没有调整。”2 7 日，中国

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工作

人员表示，二套房首付提升至
6 0 % 的政策已经确定，“落地”

临沂只是时间问题。“首先会在

北京等一线城市实施，具体落

实到临沂等三线城市还需要一

段时间，此外，各金融机构还可

以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制定

二套房贷首付比例，但绝不会

低于 6 0 % ，预计春节后会做出

调整。”

27 日，记者走访了杏坛·中

心城、沂龙湾、冠蒙·六和御

庭、德兴雅苑四处楼盘销售中

心后了解到，二套房首付提高

的消息并未显示出对销售的

影响。“年末是楼盘销售淡季

中的淡季。”一售楼处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市民咨询二套房
贷的电话倒是接到几个，但是

实际来签约购房的“一个也没

有”。

不过，采访中也有市民表

示今后买二套房压力更大了。

周先生在北城新区某楼盘看中

了一套 1 5 6 平米的房子，按照

现有政策，他的首付款为 31 . 69

万元，而如果按照 6 0% 的比例

计算，他的首付款将达到 37 . 98

万元。“一下子多出了一辆轿车

的钱。”周先生说。

■看楼市：

“地震”

可能性小

包括二套房首付提高至六成

在内的新“国八条”是否会在临沂
楼市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地震”？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一些业内专

家。他们大多数认为这次的“国八

条”对于临沂楼市肯定会有影响，

但是不会达到“地震”的程度。

“临沂房价相对较低，目前新

建商品房的均价在 4500 元左右，

以 100 平米住房为例，60% 的首
付意味着多交 4 . 5 万元，对于有

能力购买二套房的市民来说，压

力并不大。”一商品房售楼处相关

负责人说，“对于商品房均价过万

的一线城市影响会大一些。”

临沂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齐春宇分析，临沂市作为三线城

市，楼市受到冲击的幅度不会很

大。他认为临沂的房价还没有高

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而且临沂经

济的发展确实促进了临沂住房
需求的增加，而且随着临沂的经

济发展，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正

在逐步提高，房价虽然在上涨，但

是总体上来说，房价收入比较国

内一、二线城市要低很多，他认

为，临沂房价泡沫基本不存在。

齐春宇说：“像控制二套房
首付比例之类的措施，只能影响
到准备在楼市投机的资本，虽然

临沂不能说不存在买房投资的，

但是所占比例还是很微小的，所

以这次的措施对临沂这种三线
城市的影响不会很大，毕竟临沂

的房产需求大多数是刚性需

求。”

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新

“国八条”对于全国的高房价问

题能起到奇效吗？齐春宇所长

对此并不乐观。他告诉记者，要

抑制房价，有两条途径：控制需

求、增加供给。“每次宏观调控，

都从抑制需求入手，要不就是

提高首付比例，要不就是提高

房贷利率，这种政策可能在短

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

长远看，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增加供给。”

齐春宇说：“从全国看，国

内居民的住房刚性需求是存在

的，但是为什么需要住房的买

不到房子，有房子的却在买二

套房、三套房呢？这就是房产的

总供给不足，供不应求导致房
子价格在上涨。炒房者看到供

给不足的情况，又预见到房产
供应量的增加很慢，所以才会

大胆地炒作，这更加剧了房价

的推高。”

像这种抑制需求的措施，

在国内一线城市可能会起到立

竿见影的作用，因为那里的投

资炒作者比较多，但是从长远

看，这并不能解决国内房地产
市场供求矛盾，要真正解决高

房价问题，就得从增加供给想
办法，实现供求平衡才能真正

解决问题，齐春宇这样认为。

本报记者 周磊 邵琳

■析形势：

供求平衡

解决问题

“二套房首付提高至六成”的消息并未在临沂引起太大反响。根据记者从市区多处楼盘销售中心获
得的信息看，市场反映平稳。业内人士认为，10% 的上调对于二套房市场影响并不大，但肯定会打击一些
购房者的积极性，继续增大买房者的负担。

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8644 元，增长 12 . 5%，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1934 元，增长
10%。农民人均纯收入 6761 元，增

长 14 . 9%；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

出 3935 元，增长 9 . 72%。

其中，城乡居民人均住房使用

面积分别达到 27 平方米和 32 . 2 平

方米，分别提高 0 . 5 和 0 . 6 平方米。

劳动就业保持稳定增长。全年

城镇新增就业再就业 12 . 9 万人，

转移农村劳动力 26 . 1 万人次。社

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年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达到 63 万人、22 . 5 万人、

224 . 4 万人、191 . 8 万人、47 . 1 万

人、83 . 6 万人和 42 万人。

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建立。全年

全市城市低保对象 2 . 9 8 万户、

6 . 85 万人，发放低保金 1 . 2 亿元；

救助农村低保对象 2 0 . 7 万户、

30 . 9 万人，发放救助金 2 . 6 亿元；

农村五保 2 . 82 万人，投入供养资

金 6509 . 4 万元。

本报记者 王健 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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