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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确定节能减排示范城总体示范定位———

创创建建北北方方中中小小城城市市低低碳碳示示范范城城
10月24日，聊城顺

利通过国家节能减排
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
市答辩，成功入围国家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
合示范城市名单，成为
省内唯一入选城市。记
者从聊城市经信委节
能办获悉，聊城创建该
示范城有多方面的原
因，也有具有众多优
势。确定了创建中国北
方中小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城市的示范
定位。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吴明启

聊城东昌湖畔，碧水蓝天。(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在申报国家节能减排示
范城的答辩时，市长王忠林提
到，聊城之所以申报，主要是
因为这是聊城地理区位、产业
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必然抉择。

聊城位于三省交界，是连
接冀鲁豫重要的交通枢纽和
山东省东引西拓的“桥头堡”。
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干渠、引黄
济津干渠贯穿全境，京杭大运
河和黄河在此交汇，京九铁

路、胶济邯铁路在此形成“黄
金大十字”。聊城又被列入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区。

作为农业大市、山东省
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五个市
之一，聊城用不到全国5‰的
耕地生产了全国1%的粮食，
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市”，是“中国蔬菜
第一市”。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优秀旅游城、国家卫生
城、国家环保模范城、国家园
林城、中国温泉之城、全国双
拥模范城，有“江北水城·运河
古都—生态聊城的美誉，保持
良好生态，全市人民共同期
盼，同时，今年年初，“让全市
人民喝上放心水、呼吸上新鲜
空气”是《政府工作报告》对全
市人民的承诺。

缘起>> 产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

2007年，聊城在全国地级
市中率先开展“生态文明市”
建设。2011年，节能减排在山
东省排名由“十二五”初的双
第16位分别上升到第4位和第
6位；在环保部采用新标准后，
首个成功创建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2009年、2013年两次代
表山东省参加海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核查，均是第一名，尤
其是2013年，不仅是海河流域
第一名，而且是全国9大流域

25省(市、自治区) 第一名。
2014年前三季度，是山东省空
气质量改善幅度最大、获得生
态补偿资金最多的市。

近年来，聊城先后被国家
列入中原经济区，被山东省列
入“省会城市群济南经济圈”
和“山东省西部经济隆起带”，
成为国家和山东省“一区一圈
一带”三大区域战略叠加区，
省内唯一，全国少见。同时，聊
城是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应用

推广示范城市、国家级智慧城
市试点示范市、全国餐厨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试点城市。

聊城创新完善节能减排
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建立节
能降耗预警调控机制；在山东
省首个建成覆盖污染源、河流
断面、湿地、辐射源等环境要
素的视频监控系统；首个实行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限额
试行标准。

优势>> 节能成绩拿第一，政策叠加地

记者了解到，聊城的总体
示范定位是，创建中国北方中
小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城
市。

通过综合示范，加快三次
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加
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重化工
业转型升级样板城市。

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基地、全国新能源汽车试点城
市，聊城将大力推行绿色交通，

优化城市交通体系，为建设生
态聊城提供交通保障，打造新
能源汽车生产应用示范基地。

华东、华中、华北三大区
域在此交界，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聊城在京津冀鲁豫雾
霾治理中的重要性。聊城产业
结构偏重，又是山东省西电东
输的电力基地，二氧化硫、氮
氧化合物等排放强度较大。将
通过综合示范，把大气污染防

治提高到新的水平，为山东省
乃至北方中小城市做出示范，
进而成为京津冀鲁豫雾霾联
防联控示范区。

聊城是“引黄济津工程”
重要取水口。在为河北、天津
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聊城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聊城将
通过综合示范，探索一条治理
黄河沉沙的新路子。打造引黄
济津取水口清洁水源地。

定位>> 打造京津冀鲁豫雾霾治理示范区

记者从聊城市经信委获
悉，为把聊城建设成为节能减
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聊城
提出要自抬标杆、自我加压，用
心把握、用心推动，确保2015年
超额完成“十二五”年均节能减
排目标25%； 2016、2017年，确
保年均超额完成23%；2020年成
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环境优
美、“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聊
城。

为完成这一目标，聊城将
下大力抓好产业低碳化、交通
清洁化、建筑绿色化、服务业集
约化、主要污染物减量化、可再
生能源利用规模化等重点任
务；集中省市资金力量抓好鲁
西集团退城进园、新能源公交
车推广等节能减排重点项目，
确保按时竣工运行。将采取“控
增量、减存量、提质量”的举措，
杜绝任何“两高一资”新项目上
马，大力实施重点节能减排项
目，加大传统高能耗产业的节
能改造力度，引导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等节
约型产业。

同时，在工作体制机制创
新完善、政策保障、资金投入、
组织领导等方面的保障全部到
位。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基础设
施的公-私合作模式，创新工业
余热资源利用跨部门协调机
制，大力发展节能减排社会化
服务等。

目标>>

2020年成宜居

宜业宜游生态城

本报聊城11月6日讯(记者
张超) 在全市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三年会战首战告捷的前提
下，近日，会战第二战役正式启
动。

2013年，针对近年来强降
雨造成的农田内涝问题，聊城
市委、市政府决策实施全市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三年会战，计
划投资3 . 2亿元，利用2013至
2015年三个冬春季节，重点治
理全市易涝地区的农田排水
不畅问题，增强田间排涝能
力，完善灌排体系。

据了解，“第二战役”以完

善干支斗农毛渠系为重点，重
点治理涝洼区域和易淤积排
涝沟渠，达到“地通沟、沟通
渠、渠通河”，确保旱能浇、涝
能排，旱涝保收。计划2015年2
月18日前全部完工。

“三年会战”第二战役分
市级工程和县、乡、村级工程，
共计划治理沟渠599条，长度
1212公里，清挖土方1208万
方，改善排涝面积177万亩。其
中，市级工程包括：对徒骇河、
马颊河两条大型河道进行险
工整治，维修改造排水涵闸64
座；对两河6 . 22公里河道进行

清淤开卡；对两河150公里的
堤防进行维修；对徒骇河刘
桥、马颊河张洼和裴庄拦河闸
进行维修改造；对徒骇河王堤
口至陶桥的16公里堤防道路
进 行 硬 化 。工 程 总 投 资
1682 . 76万元。聊城水利部门
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了工程建
设，目前两河整治工程已基本
完工，全面进入收尾阶段。

同时，位山灌区续建配套
工程也是市级工程的重要内
容，本次工程将对21 . 4公里的
渠道进行衬砌改造，疏挖渠道
8 . 6公里，建设建筑物74座，建

设堤防道路25 . 7公里，并建设
一批信息化项目。对位山灌区
东输沙渠、总干渠、二干渠、三
干渠、广平分干渠等5条骨干渠
道清淤疏浚，总长60 . 15公里，
土方量208 . 7万立方米，预算投
资2496万元。目前位山灌区续
建配套工程全面开工。

县、乡、村级工程主要包
括县、乡、村三级沟渠的疏浚
治理，以及各县境内的灌区续
建配套工程。县级负责县级沟
渠治理及灌区续建配套工程
建设，组织、协调、督导乡、村
级工程治理。

聊聊城城市市农农田田水水利利基基本本建建设设
三三年年会会战战第第二二战战役役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本报聊城11月6日讯(记者
张超) 2014年以来，全市生产总
值、财政收入、居民生活均实现了
平稳发展：1-9月份，全市生产总
值达到1805亿元，同比增长9 . 3%；
全 市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114 . 96亿元，同比增长13 . 05%，高
于全省增幅3 . 55个百分点，增幅
居全省第5位；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20881元，同比增长
9 . 1%；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
10568元，同比增长12 . 3%。

前九月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9 . 3%

本报聊城11月6日讯(记者
杨淑君 ) 4日，聊城市人大召开
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推进工作
座谈会。

会上，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同村就进一步做好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提出三点要求，即，严
格执行市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审
议意见；要正视聊城农村公路存
在的问题，各级人大要督导农村
公路各项法律政策的落实；要将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含罩面、封面、
挖补、路基整修、养护员报酬、标
线等)资金纳入市、县财政年度预
算；要将农村公路大修以上工程
配套资金纳入市、县年度重点项
目投资计划等。

农村公路养护

或纳入市县预算

本报聊城11月6日讯(记者
张召旭) 10月25日，2014年青岛
世界园艺博览会持续184天的精
彩园艺盛宴正式落幕。聊城作为
齐鲁园地方代表应邀参展，由聊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园林处
组织建设的聊城园“融园”，获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室外展
园竞赛创意金奖。

“聊城园”获

世园会创意金奖

11月5日，市政协副主席万庆
阳，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
联原党组书记邢跃隽，市政协无
党派界别活动小组到市儿童福利
院进行慰问，看望了生活在这里
的儿童，带去棉衣60件。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谭晓 摄

市政协无党派等

儿童福利院献爱心

本报聊城11月6日讯(记者
王传胜 通讯员 任红敏 韦
伟) APEC峰会在我国召开，为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全力保障
APEC峰会顺利召开，聊城检验
检疫局针对较为敏感的进出口食
品领域进行了强化监管。

聊城检验检疫局成立了保障
小组，对全市38家进出口食品企
业进行全面疏理检查，以非法添
加、注水等敏感问题为重点，针对
性抽样检测55次，督促企业整改
问题52项，维护了良好的进出口
食品市场秩序。

聊城严查

进出口食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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