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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沾化化区区成成立立，，几几大大班班子子揭揭牌牌
标志着滨州城市一体化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本报11月30日讯(通讯员
张丽 记者 李运恒 王领娣)

11月28日,滨州市沾化区成立
大会举行。沾化撤县设区，标志
着滨州城市一体化发展开启了
崭新的篇章。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光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崔洪刚主持会议；
市委副书记薛庆国、市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曹兴宽、市政协主
席孙承志等市几大班子主要领
导及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调整滨州市部分行政区
划的通知》、《中共滨州市委、滨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沾化县
设立沾化区的实施意见》，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
主要领导分别与沾化区相关负
责同志共同为沾化区几大班子
揭牌。

张光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沾化区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指出，沾化撤县设区，既是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
滨州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
持，也是市委、市政府在城市布
局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调
整，对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里
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是沾化撤县设区有利于
优化城市总体布局。沾化融入
中心城区核心圈层，有利于中
心城区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优化
资源、拉大城市框架、增强承载
功能，彻底打破中心城区沿海
不靠海的局面，使滨州真正成
为具有“黄蓝”魅力的特色海滨
城市。

二是沾化撤县设区有利于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撤县设区
后，中心城区和沾化产业的发展
将在要素配置、财税金融、规划
用地、项目布局等方面互融互
动，进一步增强各类产业发展的
融合性和联动性，吸引更多现代
产业、先进要素、优秀人才加速
聚集，推动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形成全市产
业转型发展、联动发展的强力引

擎。
三是沾化撤县设区有利于

统筹城乡一体发展。撤县设区
后，沾化将进一步突破县级体制
制约，充分享受中心城区资金、
人才、技术、民生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等向农村延伸，逐步提
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
障水平，对于全市统筹城乡一体
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

张光峰强调，行政区划调整
政策性、原则性和程序性都很
强，对这次区划调整工作，市委、
市政府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
和任务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把区划调整作为当前头等大事，
加强宣传引导、严明纪律要求、
强化组织保障，本着“以人为本、
依法办事、严密程序、稳妥推进”
的原则，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圆
满完成区划调整各项任务，确保
人财物实现顺利交接，确保各项
纪律规定得到严格执行，确保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不受影响，确保
社会秩序平稳和谐。

张光峰指出，成立沾化区，
决不是换一块牌子，改一下名称
的问题，要继续发扬好过去的好
传统、好作风，把区划调整效应
更好地体现在工作标准的提升
上，体现在干部抓落实的状态
上，把撤县设区的“红利”转化为
发展新动力、民生新福祉，用超
凡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干出沾
化速度、沾化效益、沾化特色。

张光峰指出，现在到年底还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全市各项
工作“收官”的关键时期、“冲刺”
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立足于圆满完成目标，致力于超
额完成任务，对照年初既定计
划，全面盘点审视今年以来的工
作。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主动为沾化撤县
设区做好服务工作，积极融入沾
化区开发建设，推动中心城区与
沾化区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一
体发展，努力打造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新的增长极。

2000年6月撤地设市以来，
滨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是，
随着“黄蓝”两区上升为国家发
展战略，处在“黄蓝”两区和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重要地位的滨州
市，“一市一区”行政区划设置不
合理性凸显，中心城区规模小、
辐射带动能力弱，致使发展后
劲、竞争力不足，制约了滨州经
济社会发展，亟待对行政区划进
行合理调整，经国务院和省政府
批准，撤销沾化县，设立滨州市
沾化区。

11月28日上午，沾化区成立
大会召开，沾化区委、区人大、区
政府、区政协、区纪委几大班子
挂牌成立，以原沾化县的行政区
域为沾化区的行政区域，沾化区
人民政府驻富国街道金海五路
166号。

目前，滨州市中心城区建成

区面积88 . 3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达到7 1万人。沾化县撤县设区
后，城区面积达到3 2 5 9平方公
里，户籍人口103 . 7万人，地域面
积在全省各地市中位居前列，中
心城市的发展空间增大，经济辐
射效应将明显增强。

滨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新闻发言人丁爱军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滨州市只有沾化、无棣
在蓝色经济区规划内，而中心城
区不在其内，限制了作用发挥。
沾化借助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内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了风力发
电、油盐化工、食品加工、生态造
纸、皮革加工、高新技术等六大
骨干产业，是中国绿色盐化基
地，其作用日益重要。沾化撤县
设区，能有效整合陆海资源，加
快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国
家战略，解决了束缚中心城区向

海洋拓展的体制问题，增大了发
展空间，最终实现了“黄蓝”两个
经济区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在
全市的融合。

除此之外，沾化区位条件优
越，土地资源优势突出，自然资
源丰富，生态系统独具特色，沾
化撤县设区，能有效优化资源配
置，符合滨州发展高效生态经
济、打造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
济示范区的战略需要。

丁爱军介绍，新成立的沾化
区将坚持“黄蓝融合、陆海联动、
集约发展、加速超越”工作方针，
着力发展生态畜牧、绿色果蔬、
生态渔业、生态旅游和海洋化
工、海上风电、中小船舶制造、现
代物流等主业，努力打造成为

“山东海上北大门，滨州城市副
中心”。

本报记者 李运恒 王领娣

沾化区将打造成为滨州城市副中心

头条相关

滨滨州州市市沾沾化化区区成成立立大大会会揭揭牌牌仪仪式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运运恒恒 摄摄

沾沾化化汽汽车车新新站站正正式式运运营营
本报11月30日讯(通讯员

苏同磊 赵晓梅 记者 王璐
琪) 11月28日上午，试运营一
个月的沾化汽车新站正式启用。

据了解，沾化汽车新站位于
沾化新城区金海六路以北、银河
六路以西，完成实际性投资1 . 5
亿元，集客运、物流、宾馆、餐饮、
购物、商住开发等功能于一体，
是滨州市北部最大的客运中心。

10月28日，沾化汽车新站开
始试运营，同时关闭了沾化汽车
老站和个体客运车站，城区内所

有从事班线客运的车辆、公交化
运营的车辆将全部迁至新站始
发和终到。

经过一个月试运营，广大旅
客对新站逐步了解，新站售票大
厅设有6个售票窗口，预计能够
满足客运日发班次800个，旅客
日均发送量1万人次。新站的启
用，打开了沾化经济社会发展和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新窗口，将
对于提升沾化城市综合服务功
能、优化地方交通环境和方便市
民出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沾沾化化一一级级渔渔港港有有了了海海上上111199
配备建造消防船一艘，以保障渔港内船舶消防安全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张
牟幸子 通讯员 尹宪利) 沾
化县一级渔港停靠泊船舶基本
上是木质渔船，为了防止火灾发
生，保障消防救援能力，沾化县
海洋与渔业局专门为其申请的
消防船项目获得审批通过。

据了解，沾化一级渔港是河
北省黄骅港与山东省东营港之
间唯一一处国家级一级渔港，承
担着沾化县近600艘渔船以及过
往船舶的渔获物装卸、补给及避
风安全功能，渔船避风集中停靠

时，尤其是伏季休渔期间极易发
生火灾事故，且沾渔港地处沾化
县北部沿海，位于淡水供应管线
末端，消防淡水供应压力低并且
经常发生停水现象，存在重大消
防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渔港属
受海洋的影响，具有多风特点，
渔船集中停靠时段，渔港区域一
旦发生火灾，将会火烧连营，渔
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局里
为沾化一级渔港配备建造渔港

消防船一艘，以适应渔港、渔船
消防和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确
保渔船的安全。”

沾化县海洋与渔业局根据
全省海洋与渔业工作实际谋划
项目，经过多次邀请来实地考察
和多次汇报，与省、市业务部门
衔接，多联系、勤汇报，获得省级
以上财政资金130万元支持的沾
化一级渔港消防船项目，得到省
海洋渔业厅、省财政厅批复同意
建造，该项目顺利落户沾化。

沾化县海洋与渔业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消防船项目的实
施，不仅能够实现海上119，以保
障渔港内船舶消防安全，进行港
内破冰、清污、拖带作业，同时承
担着对周边渔船停泊点及海上
火灾船舶的灭火救助工作，避免
或减少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
受大火的袭击，保障渔业生产安
全，“而且消防船同时承担着渔
船渔港安全执法任务，对提高海
洋与渔业安全监督管理水平，维
护渔区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11月28日晚，滨州边防支队
大院迎来16名“90后”新战友下连
队。新战友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
警营，老兵争相上前帮助新战友
提行李、拿背包，让新战友切实感
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新兵的到
来为支队增添了新活力，充实了
新力量。

本报通讯员 王明 本报记
者 孙秀峰 摄影报道

新兵下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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