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农民持续增收

1、今年全省小麦直接补贴和综合补贴提高到每亩100元，种植小麦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再给予10元奖励。
2、全面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扎实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全省农村人均扶贫标准提

高到2500元。

发展公益性
文化事业

3、实施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工程，加快农村广播电视由“村村通”向“户户通”推进，为20万户边远山区群众和
沿海、湖区渔民安装直播卫星接收设备。

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

4、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继续重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重点扶持就业容量大的现代服务业、创新型科技
企业和小微型企业发展。实施创业引领、岗位拓展计划，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

5、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首位，在继续开展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工作的同
时，实施大学生社区就业计划，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定在80%以上。加大就业援助力度，持续开展“春风行动”，帮助进
城务工人员、城镇困难群体和退役人员就业，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8万个。

6、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组织实施各类就业培训项目，落实职业培
训补贴制度，培训城乡劳动者110万人。

7、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新增100个工科专业、1000个实训基地。
8、继续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提高到每月1240元、1100元和950元，平均增长15 . 8%。全省企业工资指导

基准线提高15%。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和监察执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9、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把“五七工”、“家属工”和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做好城乡乡养
老保险制度衔接，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深化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10、继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增长10%以上。
11、提高工伤人员伤残津贴、护理费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扩大工伤康复试点范围。
12、提高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巩固完善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筹。
13、推进省级就医结算平台建设，逐步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省范围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14、大幅度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全省东、中、西部地区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2300元、2000元和1800元，城市

低保标准也要相应提高。
15、落实好城乡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农村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政策。
16、对0-6岁残疾儿童实施免费抢救性康复。

支持教育优先发展

17、保障教育支出依法增长，确保全年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0%。
18、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增加学前教育奖补资金，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规范率达到60%。
19、落实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孤儿、家庭困难和残疾儿童入园资助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年1200元。
20、加快推进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工程、校舍安全工程、农村中小学“211”工程，整体提高普通中小学办学水平。
21、全面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将农村初中和小学家庭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提高250元，分别达到1250元和

1000元，进一步扩大补助范围。
22、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建设3至5所高水平大学，支持山东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省属本科高校生均财政拨款

从9500元提高到1 . 2万元。落实高校债务化解方案，年内完成公办普通高校债务化解120亿元。
23、建立职业技术学校分类分级制度。鼓励校企合作，建设一批优质特色职业院校。将省属高职、技校生均定额标准提高高600元。
24、以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为主，建立知识加技能的春季高考制度。
25、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办好继续教育和特殊教育。
26、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切实加强校车安全。

加快发展
医药卫生事业

27、继续抓好潍坊、东营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开展30个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完善公立医院管理
体制，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开办医疗机构，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28、逐步扩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在省统一规划的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巩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
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用人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绩效管理等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

29、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积极推动支付方式改革，探索建立重大疾病保障制度。
30、落实国家基本、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努力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
31、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扎实推进“健康山东”行动，降低普通群众就医用药成本。
32、支持市县级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服务设施建设，开工建设省级残疾人康复中心。

抓好房地产市场调
控和保障性住房建
设

33、保质保量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省级安排财政资金8亿元，重点对各级保障性住房建设给予奖补，鼓励符合条
件的企业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今年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30 . 51万套，各地要确保按时开工，确保工程质量。健全和完
善住房保障准入退出机制，严格实行保障房源、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三公开，确保分配公平、管理规范、群众满意。

34、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满足群众合理的自住性需求。
35、继续抓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推进农村住房建设进入常态化，力争到“十二五”末，全省近半数农户住进新房。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当地人有钱了都到外地
买房，这样的城市怎么发展？”
19日下午的人大分组审议中，
省人大代表、淄博市长周清利
强调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
性。

“过去有些人去胶东买
房，这个群体现在正在陆陆续
续地迁回来。”谈到现在的情
况，周清利很乐观。

“我到淄博工作有十年时
间了，才到淄博时我不敢穿白
衬衣，一天下来就成灰的了。”
周清利说，这次会议上，他和
几位企业家聊天，发现大家的
理念跟几年前比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一个项目光环保
就能投资近3个亿。”

他表示，“十二五”期间，
淄博在节能减排方面“要用工
程减排、管理减排、结构减排，
这些措施力度只能加大，不能
减小”。

35件实事惠民生涉及七大领域

本报记者 王光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
调做大做强县域经济。”19日
下午，威海市委书记孙述涛
说，民生问题要抓，但首先要
讲如何发展经济，没钱就没办
法搞好民生。

荣成市委书记侯世超首
先发言：“荣成产业发展缺少
龙头企业带动，无法形成链
条。而海洋食品产业附加值
低，以后要搞好海洋食品深加
工，做好品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
曰臣发言认为，乳山发展不能
光靠房地产，工业上不去不
行。

对此，威海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张惠深有同感，她说，
前几年房地产来钱快，就容易
只盯住这个领域，可一旦遇到
房地产寒冬，辅业就会影响主
业。“烟台苹果莱阳梨”，很多
都是来自威海，却要借别人的
牌子卖，这说明一些产业需要
做特色，创牌子。未来威海将
以工业为支撑，在此基础上发
展三产，打造特色旅游，工业
和三产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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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

“35件实事说出来自然要兑现”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 (记者

郭静) “这35件实事既然说出来
了，自然是要兑现。兑现不了，还来
问责我。”19日下午，省长姜大明在
参加完东营代表团审议后，接受了
本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对完成今年
的实事很有信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惠民生，重在办好实事，明确提出
巩固完善已出台的民生政策。报告
对涉及民生的各项工作都做了具
体部署，在有关部分提出了明确具
体的民生实事2012年度目标，承诺
要办好35件民生实事。

“我数了一下，今年的政府
工 作 报 告 中 共 有 3 2 件 民 生 实
事。”下午在参加东营代表团审
议时，省人大代表、广饶县委书
记田和友说。

随后，姜大明发言时表示，不
只是32件，“在报告的前面部分中

还提到了三件实事，是关于农业和
文化惠民项目的。”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姜
大明向群众承诺了26件实事，并表
示完不成将接受群众问责。去年已
经全部如期完成，今年实事又增加
了9件，对此，姜大明表示，“幸福感

是什么？你要是让老百姓幸福一
下，不再增加，他就不觉得幸福了。
要幸福，就要不断地为老百姓办实
事。”

对于35件实事的完成，姜大明
表示：“说出去了自然就要兑现，这
个肯定有信心。”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政府工作报告承诺要办好35

件民生实事，这些承诺具体明确，
有的还有数字指标。

去年提出的民生承诺已经全

部实现，今年的目标，正是在去年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想见，随
着这些新目标逐步得到落实，在
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同时，也
将为今后提出更高的民生目标打
下基础。如果我们的民生质量能
年年稳步提高，逐年积累，量变促
成质变，将为未来社会的全面进
步奠定厚实根基。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改善民生
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
民群众生活得更加舒心、更有尊
严”。这深刻地揭示出，无论着眼现
实，还是把握未来，改善民生的意义
都非同小可。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的转型，我们社会的一些层面出
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理性点看，有
点矛盾有点问题并不可怕，因为一

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是现阶段教
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社会安全
等方面的问题延伸出来的；随着对
民生投入逐步加大，一些民生难题
逐步得到破解，矛盾和问题滋生的
基础也将会慢慢消失。正是从这个
角度上看，加大民生投入，在使老百
姓得到了真金白银实惠的同时，也
为未来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
改良了土壤。投入民生，产生和谐。

随着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无
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支出结
构向民生倾斜的条件越来越充
足，但最终能在民生上花多少钱，
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手里有多少
钱可花，关键取决于怎么花。因为
财力的增长，只为保障民生创造
了物质条件，最终能在民生上花

多少钱，还取决于在民生投入问
题上，政府怎样更好地把握“积极
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这里面
蕴含的利益分配问题，考验的是
人大代表们的智慧和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工作报
告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这一部
分，特别强调要积极推进“三公”
经费公开，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
业，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经费，以
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和铺张浪费行为等等，这些内容
虽然在文字上和民生没有直接关
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能省出
多少钱，对民生来说都是福音。毕
竟，同样的一块钱，越往下沉，它
的边际效应也就越大，就越能增
加社会的幸福总量。

是民生，也超越了民生

威海代表团热议县域经济

未来威海

要以工业支撑

淄博市长周清利：

环境好了，

外地买房的

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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