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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调整存量、优化增量，以转求进、以调促优，加快解决结构偏重、核心技术偏偏
少、附加值偏低、能耗和排放偏高的问题，集中精力打造淄博经济升级版。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建议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 . 5%左右，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5 . 7%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 . 5%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6%左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10%左右，城市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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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DDPP77 .. 55%%，，为为经经济济转转型型留留空空间间
可更加专注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做到“量增质更优”

本报3月8日讯 (记者 李
超 ) 2015年淄博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淄博GDP增长预期
目标确定为7 . 5%。8日，淄博市
发改委主任孙来斌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是为了能够给
2015年的经济转型发展留出更
大、更充足的空间，更加专注
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确保转型升级工作实现突破。

“我们在确定2015年经济
增长预期目标时，综合考虑经

济发展新常态、全市转型发展
实际等各方面因素，市委、市
政府最终将GDP增长预期目
标确定为7 . 5%左右。”

孙来斌说，这个目标，在
全省范围内看比较低。定这
样的目标，正是为了能够给
2015年的经济转型发展留出
更大、更充足的空间，更加专
注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确保转型升级工作实现
突破。

“实现这一目标有难度，
但是我们有信心，淄博的经济
转型升级主要从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化
解过剩产能等方面努力，在转
型的同时保证要经济健康持
续发展。”

孙来斌说，对于经济新常
态，要在观念上适应、认识上
到位、方法上对路、措施上得
力，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
焦虑”，充分抓住用好新常态

蕴含的新机遇，做到“调速不
失速，换挡不掉挡，量增质更
优”，把“新常态”变成“新强
态”。

淄博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到，今年淄博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进一步丰富

“发展、实干”工作内涵，突出
改革和创新发展，集中力量推
进转型升级、生态环保、城乡
统筹和民生建设。

看看看看今今年年的的钱钱怎怎么么花花
重点项目中教育支出居榜首，其次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重点
支出项目(含市对区县转移支
付支出 )中，教育支出18 . 27亿
元，同口径增长8 . 87%。推动教
育均衡发展，落实第二期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扩大学前
教育资源，深化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改善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推进校舍安全工程和办
学条件标准化建设，支持淄博
新区学校、淄博体校新校区、
市实验幼儿园建设，改造提升
乡村少年宫。将农村义务教育
贫困寄宿生资助覆盖面扩大
到15%，将普通高中和中职学
校的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
每年1500元提高到2000元。

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助学金

每生每年提高到2000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 . 99

亿元，同口径增长7 . 16%。继续提
高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标
准，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政府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75

元提高到85元。继续增加城乡低
保、临时救助等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补助资金，将低保重度残疾人
生活政府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
50元提高到80元。继续落实居家
养老和社会养老扶持政策，支持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农村幸福
院、乡镇敬老院建设。搭建好创
业就业服务平台，推进“创业
梦工场”、创业孵化中心建设。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政府补助

每人每月75元提高到85元

对于淄博经济如何转型升级，市发改委主任孙来斌说，转型升级要寻找突破口，淄博今年
将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培育新的增长点，全力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试点
工作，打造24条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链，促进新材料、生物及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同时淄博还将进一步放大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优势。按照“一核两区”的布局，着力打造
新型功能陶瓷材料产业发展集聚区。

“淄博将逐步在每个区县建立1处创业创新园区，在全市范围内扶持500家左右种子期、初
创期企业加快发展。积极争取淄博工陶等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东岳集团创建国家工程实
验室，以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孙来斌告诉记者。

经济如何转型升级

打造24条高新

技术产业创新链

8日，在淄博市第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
长卜德兰提交了淄博市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预算
草案。预计2015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9 . 23亿元，增长
5 . 70%。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7 . 94亿元，增长4 . 50%。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4 . 54亿元，增长5 . 00%。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85 . 00亿元，增长6 . 00%。

淄博将优先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性支出、改革性支
出和事关全局的重大公共项目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11 .80亿元，同口径增长6 .34%。
支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
标准由年人均320元提高到380

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
补助标准由年人均35元提高到
40元，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制度，支持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保证城乡居民享受基本医
疗服务；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落
实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政策，完
善医疗救助体系，推动新生儿
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农
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等重大
公共卫生专项实施。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

年人均320元提高到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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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 1 1 . 3 4亿
元，同口径增长12 . 47%。加大
节能减排支持力度，以国家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
抓手，推进生态淄博建设，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支持推广
环保新技术、新工艺，推进重
点燃煤行业的深度治理，搞
好扬尘污染防治，加快淘汰

黄标车，推进节能工程实施
和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水污
染治理力度，支持完善“治、
用、保”流域治污体系，深入
实施污染源深度治理和再提
高工程，推进“清水润城”工
程 实 施 和 重 点 流 域 综 合 治
理，确保主要河流水质稳定
达标。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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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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