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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3

刘伟在参加全国两会政协分组讨论时强调

主主动动作作为为，，提提高高协协商商议议政政实实效效
本报北京 3月 6日讯 6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
议期间，省政协主席刘伟参
加分组讨论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
告。

刘伟在发言中说，去年
全国政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履职站位高、抓得准，工
作实、创新多，要求严、作风
好，把握住了党政所需、群众
所盼、政协所能的结合点，协
商民主等工作成为了亮点和
品牌。俞正声主席所作的常
委会工作报告，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
协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要求，主线突出、体现规

律、科学务实、启迪工作，尤
其是强调要准确把握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的性质定位、更
好地发挥政协在发展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抓住了全面推进政协事业新
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一定要深刻把握精
神实质和总体要求，与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人民政协
成立 6 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
做好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发挥

政协在“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改革创
新精神全面履行好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立足大局调研视察、围
绕大局协商议政、着眼大局
献计出力，积极为经济社会
发展出实招谋良策。要深刻
把握政协协商民主工作的原
则要求和内在规律，进一步
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完善
机制，努力营造平等协商、
真诚协商、民主协商、务实
协商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
做好增进团结、凝心聚力的
工作，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
力量和积极性，形成抓落实
的整体合力。

（本报记者）

不不能能挖挖到到篮篮子子里里的的都都是是菜菜
山东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但承接的须是绿色高端等产业

150多家德州企业
“牵手”京津企业
几万河北籍人士入德

本报特派记者 孟敏
3月6日发自北京

北京在疏散，产生明显的“外
溢效应”，不仅惠及河北和天津，
也影响到了距离北京最近的山东
城市德州。

德州的经济开发区道路齐
整，行道树均匀地分布在两端，各
处花园点缀厂区。这里已经是新
兴产业聚集地，其中，不少企业来
自河北，比如景津集团。

“2012年底,整个集团全部迁
到了德州。”该集团的一位员工刘
明说，现在公司的河北职工和德
州职工差不多对半，不少河北职
工两地跑，“离得近，开车不到 1

小时”。
该企业在开发区建了千亩厂

区，仅装配公司就占地65万平方
米，有十条生产线，年利润在2012

年突破20亿元。“德州给予的优厚
条件远远超越了河北。”该企业相
关负责人说，德州的金融、投资环
境都优化得不错，原来贷款要到
处奔波，耗时耗力。而德州的政府
部门会亲自协调金融机构，派专
业人士蹲点企业，给企业指点贷
款要准备哪些材料、要走哪些程
序，很到位。

其实，这只是“河北园”的一
个缩影。园区内的河北企业星罗
棋布，在德州就业的河北籍人数
达几万人。目前，德州籍在京津地
区务工人员达到28万，150多家企
业与京津地区关联企业结成合作
伙伴。德州市发改委的相关人士
说，如今处在环渤海经济区、黄三
角生态经济区、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西部经济隆起带这“一圈两区
一带”的德州，又遇到了京津冀协
作区的难得机遇。

政治、经济、文化、科教、金融，北京头顶上被称之为“中心”的帽子实在太多。京津冀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之后，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成为当务之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对本报记者
表示，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包括河北、天津，也包括山东。面临新的区域发展机遇，山东当有何作为？

能否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

可向山东疏解

3月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向媒
体开放。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就
是李士祥。他说，北京40%的成
品油，98%的煤炭，100%的石
油和天然气都靠外部供应，
70%的蔬菜，68%的猪肉，46%
的牛奶也要依靠外部。

2014年，北京市常住人口
已经达到2151 . 6万人，人口资
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李士
祥表示，北京市面临中心城区

功能过度集中的问题，全市
71%的产业活动单位和71 . 8%
的从业人员都集中在中心城
区。

而在寸土寸金的西城区，
还有小烟酒、小五金等“七小”
业态6756户，商品交易市场主
体91家，经营商户近2万，这些
都严重影响着周边环境，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确实迫在眉
睫。

李士祥表示，从北京的区

位特征看，北京周边被河北和
天津环绕，成为疏解非首都功
能的首选。目前，疏解非首都功
能，北京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
措施，比如搭建合作对接平台
等。那么，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
能中，山东还能否有所作为？

6日下午，李士祥在回答
本报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疏
解非首都功能，不仅限于河北
和天津，山东、山西等相近省份
也可以承接。

承接什么？

山东重点对接

服务业转移

谈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
国家大战略，全国人大代表、聊
城市委书记徐景颜认为，首都地
区有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信息
优势，聊城则具有成本优势和环
境容量优势，要抓住机遇。

“我们承接进来的产业必须
是新的、高端的。你不能把落后
的拿来。”徐景颜告诉记者，不能
挖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要解决聊

城发展问题，一方面存量上必须
提起来，“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
冲，把产业链做起来，往后拉高
附加值。”比如，电解铝产业“往
后拉”，拉到汽车、飞机制造业一
些零部件制造上去。

“去年山东搞了一个知名
民营企业入鲁助推转调创投资
洽谈会，北京很多企业走到山
东，也走到我们那里去了，下一

步还要加大力度。”徐景颜表
示，目前关键要了解京津企业
转移的意愿，把信息拿准。同时
得“有人盯上去，让他们认识到
我们的优势”。要创造环境，如
今单个产业转移很难办，形成
集群才能降低成本，市场形成
整体优势。“我们还得优化产业
对接的基础产业，要不基础空
白去做产业转移，很难办。”

如何承接？

优化产业对接

的基础产业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
我省将如何借势发展、实现转
型？6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务锋说，
改革是红利，区域发展战略也
是红利。在整个环渤海区域内
的七个省市区内，山东的位置
举足轻重。张务锋说，北京的
非首都核心功能向外疏散，山
东将重点做好承接产业转移、
搞好产业对接和协作。

具体来看，我省将抓住北
京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

利用北京总部经济的优势，做
好与央企、大集团大公司的对
接合作，引进一批相关项目，
衍生一批相关产业。

“我们将重点发挥德州、
聊城、滨州在首都功能疏解
及京津冀生态建设中的服务
作 用 ，吸 引 北 京 的 科 研 、教
育、医疗、养老等机构落户，
同 时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产
业。”张务锋说，我省正在加
快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省
已经编制山东省“黄金海岸、

仙海圣山”养生服务产业聚
集带发展规划，这项规划就
是为了配合适应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的。

“在产业的对接上，我们重
点做的是服务业，淘汰落后的
产能，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我
们也是明确拒绝的。”张务锋
说，与此同时，我省还将不断推
进与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高度
化的互动，逐步形成布局合理、
错位发展、协作关系紧密的区
域性生产体系。

有何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

主动对接大项目

“对接京津冀，我们一直很
主动，现在已经新上了一批高
端大项目。”6日下午，刚刚参
加完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笑着
对记者说，滨州市利用自己的
交通优势、土地优势和营商环
境，主动承接京津冀的产业转
移，在做好自身产业转型升级
的同时，主动对接一批大项目。

张光峰告诉记者，滨州地
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环
渤海经济圈、济南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两区两圈”叠加地带，
是山东省北大门，是山东省承
接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的

“前沿阵地”和“桥头堡”。而在
全市的产业结构中，纺织家纺
服装产业、机械和装备制造产
业都是支柱产业，在全国都有
着很强大的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德州市市
长杨宜新表示，在对接京津冀
的发展规划上，德州有了明确
的初步定位：四个基地、一个功
能区，即产业承接转移基地、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优质农产品

供应基地、优质劳动力输送基
地、京津冀南部重要生态功能
区。

杨宜新说，目前德州市有
50%的合作项目来自环渤海地
区，40%的消费来自河北，150
多家企业与京津地区关联企业
结成合作伙伴，中纺、中节能、
中建材、中化工、中商等央企在
德州投资建厂，中建材三新产
业园、中商智慧总部、中矿低碳
环保装备、中国地理标志企业
基地等一批大项目正在推进实
施。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喻雯 王富晓 廖雯颖 3月6日发自北京

相关链接

山东省政协主席刘伟参加分组讨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 本报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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