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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调控今年不会放松
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300元

本报1月7日讯 抓好房
地产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深化
医药卫生制度改革……7日
召开的济南经济工作会议确
定，2012年济南将进一步加
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

会议确定，2012年济南
市要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不动摇，抑制投资投机性
需求，促进房价合理回归。通
过积极有效地增加普通商品
住房建设，增加中低价位、中
小户型住房供应等措施，更
好地满足群众自住型、改善
性住房需求，防止房地产市
场出现大的波动。另外，积极
引导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
及开发区参与保障性住房建
设，完成好省分配给济南市
的4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任
务，引导农村适度集中建设
住房。

在教育方面，2012年要
提高学前教育办园水平，实
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
划。加快普通中小学标准化
建设、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农
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支持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加强校车安全和校园治
安工作，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和继续教育。
在医药卫生制度改革

方面，2012年要建立筹资增
长机制，新农合筹资标准提
高到300元，全面推开市级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即时结
报、总额预付制等付费方式
改革。

在就业方面，重点扶持
就业容量大、适合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现代服务业、创新
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全面
实施产业引领计划。

在社会保障方面，重点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
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的参保工作，解决城镇未参
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和被征
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做
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
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待
遇，提高城乡居民低保和优
抚对象生活补助。积极推进
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生育津
贴社会化发放，降低医疗费
用个人负担，提高工伤保险
待遇水平。

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建
立健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预
警、应急、救援体系，完善政府
食品、药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
和工作机构，打造农产品质量
安全放心城市品牌。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从
7日召开的济南经济工作会
议上获悉，在商贸物流、金融
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方面，
济南都将有一些“大手笔”。

会议指出，2012年，济南
市在信息服务业方面要重点
加快“中国软件名城”、“智慧
泉城”、“动漫泉城”、“宽带城
市”和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推
动支柱产业价值链高端化。

商贸物流业重点是加快
发展商业核心区、中心区、特
色街(园)区，建设提升盖家
沟、担山屯、郭店等三大物流
园区及各级物流节点，加快
推进翰迪物流园、普洛斯物
流园等一批重点项目。

金融服务业重点是围绕
“两核三区”发展格局，加快
绿地普利中心、启德国际金
融中心等载体建设，引进花

旗等外资银行和中国进出口
银行，推进上海农村银行在
济组建村镇银行，组建黄金
经纪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

文化旅游业重点是加快
发展文化创意、现代演艺、数
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
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加大旅
游资源整合开发力度，拓展
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全方
位旅游，强化对“天下泉城”
品牌的塑造和推广。

商务会展业重点是筹建
10万平方米济南西客站会展
场馆，办好第六届信博会，促
进大会展、大品牌的引进。大
力抓好服务业载体建设，全面
加强城区、园区、项目、企业“四
大载体”建设，市中、历下等7个
重点城区要率先发展，齐鲁软
件园、泉城路等30个重点园区
要增强集聚能力。

本报1月7日讯 “扩大”
“长高”一直是近年来济南城
市发展的关键词，2012年，在
这方面济南还将有新举措。7
日召开的济南市经济工作会
议确定，济南将进一步拓展
城市发展空间，以新型城市
化为统领，进一步加快“一城
三区”规划建设。

在老城区，市民普遍关
心的大明湖(护城河)与小清
河通航工程，明府城、老商埠
区保护改造工程将加快实
施，而香格里拉酒店、舜井—
解放阁片区建设速度也将提
升。2012年，中山公园扩建、
森林公园二期、千佛山风景
区改造提升等工程将启动，
武岳庙保护修缮将完成。同
时，新的一年中棚户区、城中
村和危旧简易楼群改造将继
续推进。

东部新区、西部新区、滨
河新区的规划建设也将有新
动作。记者从这次济南市经

济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2
年 ，东 部 新 区 将 推 进 文 博
CBD、汉峪金融商务区等城
市综合体项目，加快高新区
艺术中心建设。西部新区将
加快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建
设，年底完成图书馆、美术
馆、群众艺术馆主体结构施
工和西客站场站一体化工
程。滨河新区将继续抓好华
山、泺口、徐李等片区开发项
目，同时积极推进北跨发展，
加快长清黄河大桥、黄河公
铁大桥以及鹊山龙湖、澄波
湖、商河温泉国际基地建设。

此外，会议还指出，2012
年要实施积极的南部山区保
护与开发战略，研究出台具
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加快
实施南部生态功能区保护工
作，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和村庄迁并整合，改善农民
居住条件。合理有序地发展
污染少、耗能低、优化生态环
境的文化、旅游等产业。

本报1月7日讯 记
者从7日召开的济南市
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2年济南市在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上将有系列
动作。这其中不仅涉及
济南与外部城市的交通
连接，还包括城市内部
交通循环的优化。

会议指出，2012年
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和新东站枢纽规
划策划，做好济南至长
清、济南至机场等城际
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推
进石济客运专线、济南
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进
度。此外，济南至乐陵高
速公路及连接线、济南
至东营公路、济南绕城
高速燕山立交至柳埠连

接线等工程也将启动，
西部城区路网结构将
进一步完善，同时二环
西路地面道路工程和
高架路建设也将加快
推进。此外，实施经一
路东延、泉城路、马鞍
山路等一批道路建设
与改造工程，推进刘长
山 路 延 长 线 、纬 十 二
路、顺河高架等道路维
修改造，完成50条道路
大中修整治和高新区2
条道路改造。

“四供两排”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步伐也将加
快。在供水方面，建设东
区水厂一期工程，继续
实施危旧管网改造、低
压片区改造和加压站配
套管网建设。在供热方

面，新建腊山、唐冶热源
厂，扩建高新区供热工
程，推进供热计量改造。
在供气方面，将推进燃
气管网建设，建设城市
燃气储备调峰基地。在
供电方面，2012年将新
建3项1000KV特高压输
变电工程、2项500KV和
7项220KV输变电工程。

此外，新的一年里，
主城区污水全收集一期
工程和水质净化三厂扩
建配套建设也将加快展
开。济南市第三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厂，市生
活废弃物处理中心、餐
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
理、公厕、垃圾中转站等
工程建设也将继续推
进。

◎28866元和10327元

预计去年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达到28866元和10327元。

◎2300多万元

去年，政府发放临时价格补
贴2300多万元，惠及各类社会救
助对象18万多人。

◎2018亿元

预计去年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 2 0 1 8 亿元 ，增长
17%。

◎28条、7座和31条

去年，新建改造道路28条，
竣工过街天桥7座、西客站片区
等31条道路路灯工程。

◎205个和52 . 8%

去年，济南回收自管换热站
205个，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达
52 . 8%。

◎13 . 56万和9 . 53万

去年 ，济南新增城镇就业
13 . 56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9 . 5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3 . 71%。

◎1700元、400元和1800元

济南连续七年上调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月人均超过1700
元，城市低保人员月人均标准提
高到400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年不低于1800元。

◎5000余条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日均受
理市民电话5000余条。

◎23200套、2114套和4200套

去年，济南开工建设公共租
赁住房23200套、廉租住房2114
套 、经济适用住房(企业集资建
房)4200套，连同往年结转项目
竣工率达到60%，均完成或超额
完成省里下达的年度计划目标。

◎5 . 5%

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控制在5 . 5%以内。

◎15%和16 . 4%

企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
标 准 分 别 平 均 上 调 1 5 % 和
16 . 4%。

◎5家

新增德国斯凯孚轴承、瑞士
雀巢饮料等世界500强企业5家。

◎52 .02%和1 .87个百分点

民生和社会重点事业支出
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55 . 02%，提高1 . 87个百分点。

◎50所和574个

新建50所公立和公办性质
幼儿园，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项目574个、67 . 72万平方米。

◎8500亿和8000亿

预计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款余额8500亿元和8000亿元，
分别比年初增加900亿元和960
亿元。

今年继续给力“一城三区”建设

大明湖牵手小清河将加速

济南将筹建西客站会展场馆
引进花旗等外资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济南至东营公路今年开建
经一路东延、泉城路、马鞍山路将建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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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西路改造通车，成为保障老城区正常运转的生命线。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泉水是济南最重要的旅游资源。(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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