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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31日讯(记者 姬
生辉 ) 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1月31日上午在声远舞
台隆重开幕。马平昌代表中国共产
党济宁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作了题为

《推进跨越发展 提升民生福祉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的报告。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马
平昌、梅永红、崔洪刚、步士金、陈
民、韩军、何思清、刘成文、张开朗、

刘兴河、刘中会、张辉、李建华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上午9时，梅永红宣布大会开
幕。在热烈的掌声中，马平昌代表第
十一届委员会作报告。在回顾过去
五年的工作时，马平昌说，市十一次
党代会以来的五年中，济宁市全力
以赴推动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跃上
新的台阶；坚定不移推进战略转型，
发展方式实现重要转变；集中力量
突破城市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

变化；坚持不懈深化改革开放，发展
活力得到有效释放；倾心尽力提升
民生水平，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毫不放松强化政治保障，党的建设
得到全面加强。

马平昌指出，今后五年全市要继
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总基调，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富民
惠民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工业强
市、创新驱动、开放带动、可持续发展

战略，强力突破工业化、城市化两大
重点，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推进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推动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确保综合实力进入全省第一方阵，争
当淮海经济区排头兵，全面建成惠及
全市人民的小康社会。

会上，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十
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
书面报告。

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五年数字：

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2820亿元，比2006年翻一
番。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07亿元，
是2006年的2 . 5倍。

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5500亿元，新口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1411家，销售收入
过百亿企业增加到7家。

粮食生产连年创历史新高，
农业标准化基地发展到350万
亩，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到767

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
高。

全市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制
造业超过煤电产业居主导地位、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上升到
56%。

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比重提高了11 . 4个百分
点，济宁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高
新区。

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五
年累计利用外资25亿美元，进出
口总额达到192亿美元，上市公
司发展到6家，39个世界500强企
业投资项目落户济宁。

济宁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
化。实施了中心城区区划调整，
形成了“一城四区”发展格局，建
成区面积由59平方公里拓展到
117 . 5平方公里，人口由55万增
加到102 . 4万。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分
别达到19215元、8712元，是2006

年的1 . 8倍和1 . 9倍。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46 . 8万人，转移农村劳动
力49 . 3万人。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新
农合、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
险实现全覆盖，企业最低工资标
准、城乡低保标准和“五保”供养
标准逐年提高，改造农村危房
6 . 3万户，为5万户城市困难家庭
提供住房保障。

节能降耗和污染防治成效
显著，两次代表山东省接受国务
院淮河流域治污考核均获得第
一名。

城乡文明创建富有成效，被
评为省级文明城市。

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成为
六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之一，国际孔子文化节、世界儒
学大会等节会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

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
党史、文物、档案、老龄、残疾人
和人口计生等事业取得新成绩。

援川援疆工作成效显著。国
防、民兵预备役建设和双拥工作
扎实开展，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

“六连冠”。
平安济宁建设深入推进，社

会大局持续稳定，被评为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荣誉济宁：

报告，对济宁过去五

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并

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工

作总的要求和奋斗目标。

未来五年，推动经济跨越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

保综合实力进入全省第

一方阵，争当淮海经济区

排头兵，全面建成惠及全

市人民的小康社会。具体

目标是：综合实力大跨

越，人民生活大改善，城

乡面貌大改善，社会文明

大提升。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坚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
产业培育发展“双轮驱动”，做大做
强工业经济实力，五年内全市工业
销售收入突破万亿规模。改造提升
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培植装备制
造、能源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
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提升纺
织服装、造纸、建材三大传统优势
产业集群，打造国内重要的装备制
造业基地、国家级煤化工基地和纺

织新材料基地。培植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中突破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
环保五大领域，五年突破1500亿规
模，成为国内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

对济宁国家高新区、14个省
级经济园区和6个化工园区，进一
步明晰产业发展定位，五年内形
成3个千亿级园区，济宁国家高新
区突破3000亿规模。

做大做强工业经济实力，
5年内全市工业销售收入突破万亿规模

关键词：工业强市

实施“县域经济倍增计划”，
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12个县
市区固定资产投入、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全部实
现翻番，地方财政收入全部过10
亿元、半数超过20亿元。各县市区
要立足资源、区位、产业优势，选
择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子。

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项目

带动和园区建设三项重点工作，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以工业崛起
壮大县级财力，带动县域经济跨
越发展。发挥县城和小城镇在县
域经济中的支撑带动作用，加快
推进县域城市化进程。制定完善
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薄弱县的帮扶
力度，解决县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关键词：县域发展

济宁是资源大市又是生态敏
感区，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的任务尤为重要和紧迫。

以环南四湖大生态带工程为
牵动，搞好山区绿化、林网建设、
生态湿地修复和采煤塌陷地治
理，形成覆盖全市域的大生态体
系。把保证南水北调东线安全输
水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完善“治用
保防控”流域治污体系，确保南四
湖水质全面稳定达标、“一湖清

水”安全过境。多管齐下治理大气
污染，大幅度增加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强力推进节能减排，下决心
淘汰落后产能，确保完成省下达
的约束性指标。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建设一批
绿色经济示范园区和示范企业，
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把生
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让济宁的
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河湖更清
澈、空气更清新。

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建设一批标志性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市级艺术馆、图书
馆、博物馆、工人文化宫达到国家
一级馆标准，县级“三馆一中心”
达到国家二级馆标准，乡镇综合
文化站、农村文化大院、社区文化
中心实现全覆盖。繁荣发展社会
科学、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

出版事业，完善图书、文博、档案
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实行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保障人
民群众普遍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

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
培植，五年内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到5%以上。

力争3-5年

各县市区财政收入全过10亿

关键词：生态环境

让济宁的天空更蓝、大地更绿

河湖更清澈、空气更清新

关键词：文化建设

逐步实行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保障群众普享公共文化服务

把中心城区做大做强做美
5年内中心城区人口达到150万

按照城市特色定位和“一城
四区”的发展格局，以更大力度拉
框架、扩规模、优布局、提功能，把
中心城区做大做强做美，五年内
建成区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人
口达到150万。坚定不移地推进北
湖新区建设，坚持基础设施与生
态环境同步提升，力争五年内建
成全国一流的生态新城。济北新

区打造中心城区次中心；高新区
建成能够代表济宁形象的科技新
城；运河生态经济区坚持商贸物
流、基础设施、商住开发配套推
进，带动中心城区西跨运河发展。

实质性推进济兖邹曲嘉同城
发展，适时启动城际轨道交通和
济宁机场扩建工程，开通都市区

“大公交”。

完善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机制

城市保障房覆盖面达20%以上

把增加居民收入作为民生工
作的核心，尤其注重提高农民、企
业职工和困难家庭的收入。实施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解决
好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困难群体的
就业问题，五年新增就业岗位70
万个以上。

健全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标准。

扩大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工伤、
失业保险参保范围，提高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城乡低保和五保
供养标准，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
和运行管理机制，五年内城市保
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以上。

关键词：民生幸福关键词：城市建设

会会议议现现场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晓晓科科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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