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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特色产业镇及领军人物评选揭晓
15 个乡镇街道办及 10 名领军人物脱颖而出

聊城市农业委员会主任张世杰。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聊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光路

本报聊城 1 月 29 日讯(记者
刘铭) 由中共聊城市委宣传

部主办，聊城市农业委员会、聊
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局、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承办，中国农业银
行聊城分行协办的“ 2012 聊城特
色产业镇暨特色产业镇领军人
物(书记、镇长)评选”揭晓，全市
15 个乡镇、街道办获评特色产业
镇，10 名书记、镇长获评特色产
业镇领军人物。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务实、积
极作为，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优
势，积极实施特色产业提升计
划，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涌现出
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率先发展的
特色产业镇，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进一步激发全市各级干
事创业的热情，加强特色镇宣传
力度，由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主
办，聊城市农业委员会、聊城市
民营经济发展局、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承办的“ 2012 聊城特色产

业镇暨特色产业镇领军人物(书
记、镇长)评选”活动与 12 月初
正式启动。该活动从全市具备
特色产业评选条件的乡镇、街
道、产业园区筛选出 30 家候选
单位，通过深入调研、宣传，
最后经评审团集中评比，共评
选出 1 5 个“聊城市特色产业
镇”和 10 名“聊城市特色产业
镇领军人物”。

根 据 已 经 揭 晓 的 评选 结
果，冠县清水镇、高唐县三十
里铺镇、莘县河店镇、东昌府

区于集镇、莘县古云镇、高唐
县赵寨子镇、莘县朝城镇、莘
县大张家镇、莘县大王寨镇、
东阿县铜城街道办、东阿县鱼
山镇、东阿县大桥镇、莘县董
杜庄镇、临清市松林镇、阳谷
县安乐镇获评为“聊城市特色
产业镇”；冠县清水镇党委书
记呼庆国、高唐县三十里铺镇
党委书记郭天舒、莘县河店镇
党委书记徐凤华、东昌府区于
集镇党委书记许士海、莘县古
云镇党委书记徐启水、莘县朝

城镇镇长姚洪印、莘县大张家
镇党委书记顾磊、莘县大王寨
镇镇长孟宪水、高唐县赵寨子
镇党委书记陈玉国、莘县董杜
庄 镇 党 委 书 记 冯 秀 元 获 评 为
“ 聊 城 市 特 色 产 业 镇 领 军 人
物”。

据了解，此次评选旨在宣传
聊城市特色产业镇风采和发展
的经验做法，通过相互交流，相
互借鉴，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
全市特色产业转方式、调结构，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2012 年，聊城粮食总产预计达到 116
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9088 元，实现了粮
食总产和农民收入自 2003 年以来的“十
连增”、“十连快”。

市农委主任张世杰介绍，2013 年，聊
城农业将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面推进生态农业
及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力争实现“吨
粮市”和农民收入突破一万元大关的目标
任务。

主要农作物机械化
水平要达 85% 以上

2013 年，聊城要继续推进灌区续建配
套和节水改造，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8 万
亩。同时，全面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
不断提高农作物作业水平，主要农作物机
械化水平达到 85% 以上。继续组织实施好
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和省千亿
斤粮食产嫩规划聊城项目区建设。确保粮
食总产稳定在 110 亿斤以上，蔬菜总产达
1500 万吨以上。加快提高规模化、组织化、
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搞好技术指导和信
息服务，积极构建农产品生产基地体系。

张世杰介绍，2013 年要强化农业科技
服务体系建设，壮大农业科技支撑。加快
主要农作物品种培育，以“育繁推”一体化
种子企业为龙头积极推进全市种业创新
发展。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乡镇农业技术推
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三大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巩固改革和建
设成果；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
继承与推广，积极鼓励、支持农业科技人
员创办经营性农机服务合作社、中介组
织、技术协会等，有偿参与先进适用农业
技术的服务推广；扎实做好农村人才和农
民培训工作，不断强化农业的人才支撑。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
瘦肉精等行为

张世杰说，2013 年聊城要强化农产品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规范实施农产品品牌
战略。围绕培育 10 个知名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10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注册
商标、新增 60 个以上“三品”认证农产品

的目标，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严厉
打击非法添加禁用农(兽)药、瘦肉精和兽
用抗生素行为，加强农(兽)药生产、经营、
使用全过程监管。加大农产品质量检测力
度，实行农产品市场追溯制度，完善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机制，切实维护好已
有农产品品牌。

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和管理服务，大力
推广节肥、节水、节药、节能技术和绿色、
有机、无公害的清洁农业生产模式，积极
拓展农村新能源利用途径，推进清洁乡村
和生态绿色家园建设。大力发展高效特色
农业，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不断提高高校
特色农业的设施化、集约化、标准化水平，
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加速升级改造。积极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引导和培育多元化精英
主题参与到休闲农业产业中来，把高效农
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产品转化为休闲
旅游产品，进一步提高休闲农业效益。

多渠道畅通农产品
流通渠道

“以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为龙头，强
化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建设。”
张世杰说，聊城将积极探索物联网信息建
设，加强鲜活农产品市场监测和分析预
警，逐步建立起覆盖生产、批发和零售三
个环节的农产品价格监测体系。大力发展
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支
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开
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社对接”，
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经营性
服务组织延伸服务链条，搞好土地承办经
营权登记试点，促进土地承包经营向登记
管理制度转变，抓住中原经济区和“济南
都市圈”发展规划实施的重大机遇，提前
谋划一批、储备一批重大项目。

张世杰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
在农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当前，
聊城正处于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粮
食增产难、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的问
题愈加突出，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全市
农业部门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为把聊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
创生态型强市名城再做更大贡献。

今年的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全民
创业，加大对民营经济龙头企业的支
持力度，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

聊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光路介绍，近年来，聊城凝
神聚力打造产业集群发展新优势，一
批特色明显、结构优化、体系完整和市
场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加快发展民营经
济，着力缓解融资难

2012 年以来，聊城市民营经济发
展局大力实施大力实施“ 11236”工程，
全市新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 1.65
万户左右，民营经济上缴税金约 94 亿
余元，同比增长 20 .7%，到去年底全市
民营经济市级以上民营经济特色产业
镇达到 21 个，比去年增加 2 个，全市
民营经济专业村达到 280 多个，新增
110 多个；民营经济呈现企稳回升态
势，民营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约
7310 亿元，同比增长 20 .7%，利税 740
亿元，同比增长 20.9%。

聊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光路介绍，去年，聊城市
民营经济发展局努力营造民营经济发
展氛围，在全市掀起了全民创业兴
业、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热潮；针对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联合聊城市金
融办、人行、银监局积极推进银企、
银保、企保合作，积极推进与北京银
行、青岛银行、上海农商行等股份制
银行的合作，引进机制灵活的新兴金
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解决贷款，缓解
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到 2012 年底，28
个规模产业集群形成

近年来，聊城市在加快经济发展，
打造新型生态化工业强市过程中，坚
持主题主线，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大力实施创业带动、创新带动、创优带
动战略，坚持产业集群、特色产业镇、

民营经济专业村、产业聚集区四位一
体同步推进的原则，凝神聚力打造产
业集群发展新优势，一批特色明显、结
构优化、体系完整和市场竞争力强的
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到 2012 年底，全市已形成铝加
工、铜加工、轴承等 28 个具有一定
规模，且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定份额
的产业集群。 2012 年全市产业集群
预计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50 亿
元，利税 269 亿元，分别占全市民营
工业总量的 49 .1% 和 45 .4% ，集群内
企业 8579 家，从业人员 45 万人，产
业集群已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

“全民创业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的源头活水。”李光路说，没有众多小
微企业的兴起，就没有专业村、特色产
业镇的形成，也就形成不了产业集群。
近年来，聊城市营造全民创业氛围，出
台政策，强力推动全民创业活动的开
展。同时，坚持以科技促转调，以品牌
带转调，以增量调总量，为产业集群发
展增添新动力。

加大扶持中小微
企业，推进全民创业

李光路介绍，在取得快速发展的
同时，聊城民营经济发展还面临这一
些困境，一方面，部分产业和小微企业
经营困难，利润降低，利税受影响。另
一方面，创办企业手续繁杂、收费多，
创办企业者经济和精神负担重。此外，
融资渠道窄、融资难仍然是小微企业
面临的难题。

李光路说，新的一年，将进一步优
化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
推进全民创业兴业，再掀全民创业新
高潮，加快推动全市民营经济由粗放
发展向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的转
变，促进产业集群壮大提升,增强小型
微型企业配套能力，切实发挥发挥中
小企业窗口服务平台作用，为民营经
济发展搞好服务，继续严格考核奖惩，
进一步调动各级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
积极性。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 专访市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世杰

本报记者 凌文秀

着力打造产业集群
发展新优势
——— 专访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光路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刘兆乾 王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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