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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2011年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意见出炉

年内市民卡发卡量达15万张
“华约”、“北约”考试结束，

学生笑称———

“比起考试题目，

平常练习都是浮云”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魏衍艳 见

习记者 梁莹莹) 上周末，“北约”、“华

约”自主招生考试开考，济青两地超过

3300余名考生走上考场。烟台二中一个

重点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考

试，烟台一中共有40多名学生分别报考

了“华约”和“北约”的自主招生考试，参

加完“华约”考试的学生反映题目难度

较大。

烟台二中一重点班的于姓学生告

诉记者，班里大约有十几名学生参加了

两大联盟的自主招生，“周六参加完‘华

约’考试的同学已经回来了，大部分同

学都只报考了一个联盟的考试。”

周六参加完“华约”考试，已经回来

安心复习的烟台二中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考生称，“比起考试题目，平常的练

习都是浮云。”难度较大，考的人挺多，

不抱太大希望。“主要是想通过考试拓

展思路，不会影响正常的高考复习。”同

时这位学生表示，考虑到精力和时间有

限，只报考了“华约”，没有报考“北约”。

记者从烟台一中了解到，今年参加

自主招生的考试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

共有40多名学生参加了“华约”和“北

约”的考试。“学生一般只报考一个联盟

的考试，一方面是两个都报，牵涉精力，

另一方面是自主招生联盟扩大化后，联

盟内的学校足够学生选择。”烟台一中

的李校长介绍到。

据了解，2011年三大自主招生集团

中共聚集了29所高校。因几大联盟考试

时间错开，考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华约”7所高校中，考生可同时选择2所

高校报名；“北约”13所高校中，考生可同

时报名3所；“理工联盟”9所高校中，考

生也可同时选择2所。这意味着考生最

多可报考三大联盟中的7所高校。

年内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

业内人士称首套房

贷款难度增加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何泉峰) 近

日，央行宣布将于2月24日起，上调存款

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

百分点。20日，记者了解到，此次上调将

会进一步收紧各家银行的信贷投放额

度，对于首次置业的市民来说，首套房

贷款门槛或将调高，房贷难度会增加。

据了解，这是央行年内第二次上

调，也是自2010年1月18日以来第八次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本次调整后，小型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00%，

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

19.50%。上调后，19.5%的存款准备金率

意味着，银行在吸收100元存款之后，要

上交19.5元给央行，剩下的80.5元可用

于放贷。据了解，1月底，我国人民币存

款余额达71.23万亿，以此计算，此次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可大致锁定商业银行

资金逾3500亿元。“春节过后，潜在的通

胀压力仍处于较高的区间，另外为进

一步控制信贷强劲的增长，保持良好

的资金流动性，央行决定再次上调存

款准备金率，”某大型国有银行的一位

部门经理告诉记者，受本次存款准备

金率上调的影响，各银行有关吸收存

款的措施会增多，部分银行的信贷结

构也可能会受到调整。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银行的信贷

额度将会明显缩小，住房贷款也受到抑

制，特别是对首套房贷款的影响，“我市

首次置业的市民多数是年轻人，由于受

他们工资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再加上

银行贷款额度会更紧，为了减少风险，

利润相对比较低的首套房贷款很可能

会进一步收紧。”某银行信贷部门的工

作人员表示，近一段时间该行正在收紧

二手房作为首套房的贷款业务，为增加

盈利，信贷投放会更谨慎。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闫丽君

秦雪丽 实习生 宋佳) 20日，记者

从有关部门获悉，2011年全市工业和

信息化工作意见出炉，该工作意见对
2011年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主

要预期目标进行了展望，预计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利税、

利润均比上年增长13%以上，技改投

入增长13%，社会信息化总体水平保

持全国同类城市领先等。

根据该意见，2011年烟台将着

力抓好八项信息化重点工程。比如

继续抓好市民卡工程，年内发卡量
达到15万张，应用拓展到20项；抓

好无线城市建设工程，年内新建
TD基站1000个，新建WLAN接入

点3万个，发展无线宽带用户8万

户；同时抓好IT科技馆工程，建设

国内首个IT科技馆，举办信息技术

成果展和烟台市首届IT创意大赛；

建设智能交通公共服务平台等。

2011年在集中力量培育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

时，还将启动实施“十二五”新一轮培

强做大工程，力争2011年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10亿元企业达到125户以上，其

中过百亿企业13户。壮大产品集群，延

伸拉长主导产业链，大力发展汽车、

电脑、手机、船舶、葡萄酒、黄金、核电、

聚氨酯等10大产品集群，力争2011年

过千亿元产品集群达到3个以上。

同时，还要突出产业升级，提

升企业规模实力。突出抓好100个

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100个重点技

术创新项目，大力发展以大企业为
引领、产业高度集聚的专业化特色

园区，加快推进烟台化学工业园、

张裕葡萄酒研发制造中心、东岳新

增30万辆汽车及30万台发动机等

重点项目建设。

另外，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年

内力争再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6家，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20家，力争全年市级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科研投入达到55亿元以

上，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科研投入

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3.3%以上。

8大领域领军企业、50户重点企业、100户成长性企业方针，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8515工程”助推烟台工业经济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闫

丽君 秦雪丽 实习生 宋
佳) 20日，记者从烟台市工业

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二

五”期间我市将实施以“培强做

大8大领域领军企业、50户重点

企业、100户成长性企业方针，

加快发展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主要内容的“8515工程”。

据悉，此次市政府将选择

食品行业等8大领域中的20户

领军企业，作为第一方阵重点

培育，使其到“十二五”末达到

国际或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同时，按照上年度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上交税金各占50%

的权重，选择50户规模较大、实
力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

重点企业作为第二方阵，成为
支撑烟台经济的重要力量。另

外，从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过3000万元

企业中选择100户战略性新兴

成长性企业作为第三方阵，促

其成为烟台经济最具活力的

新兴力量。

另外，“十二五”期间，我市
将持续开展“新兴产业培育年”

活动，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技术、节能环保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5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争取到2015年，主营业务收
入过千亿元企业达到2户、过百

亿元企业达到20户以上；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

元；培育发展汽车、电脑、手机、

传播、葡萄酒、黄金等10大产品

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元

的产品集群达到6个以上。

为了保证“8515工程”的平

稳有序进行，市政府决定优先
支持“8515工程”企业重大投融

资渠道，鼓励支持企业通过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对在境内外

发行股票上市或通过配股、增

发再融资的，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奖励。对“8515工程”企业及其

重点项目，在生产要素配置上

给予倾斜支持。

另外，还将对20户领军企

业实施的总投资超过3000(含)

万元、且生产性设备投入1000

(含)万元以上的单个技术改造

项目；50户重点企业实施的总

投资超过2000(含)万元，且生产
性设备投入1000(含)万元以上

的单个技术改造项目，单个项
目补助金额最高1000万元；对

100户成长性企业实施的总投

资超过800(含)万元，且生产性

设备投入500(含)万元以上的单

个技术改造项目，单个项目补
助金额最高200万元。

基础养老金将实现全市覆盖
最迟4月份，93万老年农民受益，每人每月55元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侯文强) “最迟今年4月份，

我市93万老年农民将按月足

额领到基础养老金。”18日上

午，在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会议上，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强表示。据了

解，山东省确定基础养老金

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60岁

以上老年农民均可享受。

赵强说，最迟4月份将在

莱阳、莱州、蓬莱、栖霞、海

阳、长岛6个县市区开展市级

试点，确保基础养老金足额

发放到位。烟台此前已有8个
县市区被列为国家级或者省
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如果上述6个县市区被列为
市级试点，全市93万老年农

民都会享受到基础养老金。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高琦对此表示，今年

烟台市还要力争更多的县市
区纳入国家或省2011年度试
点，进一步提高财政投保补
贴，扩大适龄农民参保范围，

年内投保续保100万人以上，

收取保费8 . 5亿以上。

另外，我市拟将城镇居民

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年人

均200元。拟将老年农民个人帐

户养老金领取标准提高10%。

在人才引进和培育方面，将

进一步提高技工院校办学层
次，力争分别申办1所技师学

院、高级技校和国家级重点技

校。年内技工学校招生1 . 25万

人以上，毕业生当年就业率98%

以上。在工资收入分配机制方

面，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拟

按两个档次将月最低工资提高
到1100元和950元，小时最低工

资提高到11 .5元和9 .8元，平均

增长22%。
编辑：魏衍艳 美编/组版：王小涵

油价昨日零时起上涨，有车族开车成本增加———

每月油钱比去年同期多花百余元
本报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孙芳芳) 自20日零时起汽

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50

元，此次上调使油价达到历史
最高位，并且93号汽油首次突

破7元/升。烟台私家车主们表

示开车成本越来越大，业内人

士称省油车型将更受青睐。

20日上午，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加油站了解到，汽油和柴油零
售价格已经全部上调。其中家用

轿车最常用的93号汽油已经突破
7元，终端零售价为7.10元。

市民邹先生告诉记者，他

前年购买了一辆排量1 . 6升的

家用轿车，通常每月要跑1500

公里左右。“93号汽油去年还是
每升6 . 32元，现在已经涨到每

升7 . 1元，按我一个月用油150

升计算，我每个月开车成本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120元。”

记者在市区几家汽车4s店

了解到，受汽车以旧换新、汽车

下乡、购置税优惠等补贴政策
退出的影响，节后的汽车销售
情况状况并不乐观。但是在采
访中，不少经销商认为，最近刚
刚调整的油价或许会对车市产
品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并
不会使节后的汽车销售雪上加

霜。烟台富金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展厅经理徐冬认为，油

价的小幅浮动并不会打击消费

者的购车欲望。

“油价上调后，准备买车的准

车主在选择产品时可能会将目标

更多地放在省油的车型上。”烟台

航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陈玉玲认为。随后记者采访

了正在汽车城内看车的几位市
民，不少市民表示会将油耗纳入

一个比较主要的考虑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