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看政府今年打算为民办哪些实事，已经成了
济南居民每年春天的一份期待。

3月初，这份“礼包”如约而至。济南市政府向社
会公布了今年将为民办的18件实事。18件，这是
2008年济南市开始为民办实事以来，数量最多的一
次。

最初的2008年，济南承诺为民办12件实事，之
后2009年为9件，2010年为12件，2011年和2012年都
是10件，2013年17件，2014年15件。7年时间里，共为
民办了85件实事，并且都已按时办完。这样算来，从
2008年至今，济南市政府承诺为民办的实事已经破
百，达到103件。

2008年，济南市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后附上
当年为民办的12件实事，此后形成惯例。2011年和
2012年承诺的实事都是10件，许多人认为“为民办
十件实事”可能要形成惯例，但就在2013年，实事数
量大幅增加到17件。对此，济南市政府有关部门的
解释是，为民办实事没有上限，不会年年囿于10件。
今年的18件又刷新了2013年的纪录。

济南市政府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作为山东省
会，济南要打造全省首善之区，改善民生也要力争
上游、走在前列，在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大政方针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同时，实事更强调作为省
会城市的公益性、服务性和便民性，“既有规定动
作，又有自选动作，既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

回看这百余件实事，有一些是每年都会出现的
老面孔,有一些是连续提了几年之后就不再出现在
清单中,还有一些所占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大，住房、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医疗、教育几乎年年都
有。而针对近两年市民呼声最高的济南城市交通、
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维权需要，今年承诺的实事则
特别增加了相应内容。

据悉,这些为民办的实事的确定,先是由市直各
部门提报,发改部门牵头汇总,再专题研究论证,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提交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研究
后,经过市两会,才呈现在市民面前。

8年累计承诺

为民办实事过百件

对普通市民来讲，两会意味着什么？除了
城市发展的宏观动向，大家关心的还有将从中
得到哪些具体实惠。从2008年开始，市政府每
年都给市民送来政策红包，这项名为“为民办
实事”的安排每年都以附件形式挂在政府工作
报告之后，成为市民了解、感受政府保障和改
善民生工作的一个视角。

今年也不例外。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两
会召开前，18件实事就已公布。至此，济南市已
先后做出了此类承诺103件。

八年来政府承诺为民办实事逾百件，今年18件最多

你你看看，，你你看看
实实实实事事事事的的的的脸脸脸脸悄悄悄悄悄悄悄悄在在在在改改改改变变变变

“钱袋子”咋花

要听群众咋说

近百件实事一一落实，的
确给不少市民生活带来改变。

“近几年来我切实感受到
政府对于养老事业的大力支
持，每年社会养老床位不断增
加，随着社会对于养老机构的关
注和认可，养老机构的需求量也
不断增加。”宋烟霞说，这几年来
政府给予我们取暖补贴、床位补
贴、建设资金补助等各种优惠政
策。这部分资金使养老机构的经
济情况好转，更有能力改善老
年人的生活环境。

经济发展最终是要惠及群
众，对于今后的生活，济南人有
更多期盼，未来也有可期。

宋烟霞希望，政府应号召
全社会进一步关爱老人。不是
走马观花，而是近距离聊聊天，
哪怕一个拥抱、拉拉手，都是对
老人很大的安慰。市中区泺源
街道普利街社区居委会主任林
芳则盼着政府能为社区居民提
供更多活动场地，恒生伴山居
民丁女士关心的是能否在新建
小区附近多规划菜市场。

就社区文化建设，林芳感
慨：“现在我们组织活动，最盼
望的是能够解决场地问题，希
望政府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
活动场地。”她介绍，目前的室
内活动场所是居委会里一间30

平米的房屋，只能容下20人左
右，组建合唱团都不具备条件。

在城市配套设施方面，恒
生伴山居民丁女士则希望能在
新建小区附近多规划些菜市
场。“像我们新建小区附近没有
菜市场，只偶尔有摆摊卖菜的。
如果政府能规划`好摊位，少收
点管理费，在不影响小区交通
和环境的前提下多些商摊，我
们的生活会方便很多。”

翻看近几年来政府列出的
实事清单，紧密贴合百姓需求，
数量显著增加，未来更多百姓
需求将变为现实。

期望五花八门，愿望只有
一个，那就是生活更滋润、更甜
美。民生无小事，政府的“钱袋
子”咋花，还是要更好地跟着群
众新期盼来。

“为民办实事要统筹安排、
通盘考虑，但核心只有一个，就
是群众呼声。”济南市政府有关
人士表示。

回看这百余件实事，住房、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医疗、教育几乎
年年都有。而针对近两年市民呼声最
高的济南城市交通、空气质量、食品
安全、维权需要，今年承诺的实事特
别增加了相应内容，格外“对味儿”。

“保障性住房建起来了，但是出
行的公交线路却很少，到市区不太方
便。”出行问题成了家住盛福花园的
张先生的头疼事儿。市民的需求很快
得到了政府的回应，今年，公共交通
实事就首次出现在为民办实事中。提
出要新开20条公交线路，而且据介绍
就是计划在文庄、西蒋峪、清雅居和
盛福等保障住房，龙奥片区、唐冶片
区、“非遗园”等区域适时开辟。

“车多了，和交警打交道的机会
也多了。”有8年车龄的市民王女士希
望处理交通违法和年检能更方便。
2015年，这些通过手机APP、微信、微
博等就能预约或办理。济南市将搭建
智能交管平台，像交通违法信息查
询、交通违法抓拍点位查询、事故快
处、年检预约等等，市民都能零距离
在平台上和交警“约”一个。

除了交通，食品安全也是首入实
事之列。食品安全查询机将覆盖大型
商场超市，而且能查到的内容将更全
更能反映食品安全情况。

“现在维权的大小事情不少，但
又不想折腾，常常不了了之。”市民刘
女士的充值卡内5000多元余额因为
店老板走人而没法再用却没有办法。
今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市民可以到街
道（乡镇）的法律服务工作站去寻求
帮助，因为济南市将构建市县乡村四
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为城市建设流汗出力的农民工
遇到拖欠工资、工伤后雇用方不管的
情况维权得一次次跑，耽误工时。而
自去年济南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之后，今年则进一步建立农民工服务

（维权）在线网络，实现在线维权，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服务。

8年来的实事中，有些领域多次
被提及，但侧重点却悄然转变。这种
变化是时代使然，政府必须用新思路
面对新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养老。今年此
类实事更关注老年人精神和学习需
要，提出开办“家庭电视老年大学”。
济南市的百万老年人将打开电视、足
不出户就能学习书法、绘画、声乐、舞
蹈等老年大学课程。而在此前，则更
侧重于物质保障，如发放养老补贴。

这样变化的背后，是老龄化社会
到来的新挑战。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
人们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他们早
已不仅满足于吃饱、穿暖，而对精神
关怀和文化娱乐的需求越来越高。”
从事养老事业多年的历下区老年公
寓院长宋烟霞对老年人的需求颇为
了解。

宋烟霞举了个例子，今年元宵
节，青年志愿者们用轮椅推着几位身
体较好的老人去社区看花灯。老年公
寓工作人员担心时间太久老人们身
体吃不消，但老人们特别兴奋，都不
愿回来。

对于不能自理的老人，宋烟霞认
为他们需要精神慰藉，不被人嫌弃，
而身体较好的老人，更需要参与到旅
游、唱歌、跳舞等活动中。“哪怕看别
人玩他们也很高兴。”

随着近几年来雾霾问题逐渐显
著，改善空气质量也悄悄进入实事单
中。

环保类实事最早出现在2008年，
当时提出要整治市区8条河道。到了
2014年，污染形势更加严峻，实事中
有关环保的内容加码，增加到两条，
减少燃煤大气污染成为当年的此类
实事之一。

面对新问题，新诉求成为新实事

实事



●2008年12件

●2010年12件

●2009年9件

●2011年10件

●2012年10件

●2014年15件

●2013年17件

●2015年18件

保障性住房

●2008年落实廉租住房

房源2 . 5万平方米

●2009年对800户特殊困难

家庭实施实物配租

● 2 0 1 0 年 提 供

1000套廉租房

●2012年提供保障

性住房5000套

●2011年提供不低

于2000套廉租房

●2013年提供保障

性住房6000套

● 2 0 1 4年新开工
保 障 性 住 房

3600套

●2015年新开工公共

租赁房4400套，改造

农村危房2000户



基础设施

●2008年568条背

街小巷亮起来

2009年新建全民健身场所6万平方米●

●2012年新建50
个早餐连锁店

●2010年新建39
处社区菜市场

●2013年实施二环西路整治工程，新建改

建城市公厕300座

●2014年为600个行政村配建(更新)健身

器材，更换5000个非标准井盖

●2015年实施新增千万平方米供热能
力工程，缓解东部地区的供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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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间，103件实事中很多都
是熟悉的“面孔”。住房保障、医疗
保险、养老服务、低保、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实事年年都
有，正是前后相承、持续不断的这
部分实事，让很多市民的生活在
持续改善。

房子可以说是百姓生活中最
重要的事情之一，能在城市中实
现“安居”是很多人的梦想。对于

“住有所居”，济南市也是高度重
视，从2008年到2013年，翻看济南
市政府要为民办的实事，保障性
住房的建设总是排在当年实事第
一位。

2008年承诺落实廉租住房房
源2 . 5万平方米；2009年承诺对
800户特殊困难家庭实施实物配
租；2010年承诺向社会提供不低
于1000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住
房；2011年承诺向社会提供不低
于2000套廉租住房；2012年承诺
向社会提供分配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不少于 5 0 0 0套 (间 )；
2013年承诺向社会提供分配各类
保障性住房不少于6000套；2014
年承诺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
3600套,提供分配各类保障性住
房不少于7000套(间)。

今年作出的承诺则是新开工
公共租赁住房4400套，不断解决
城市住房困难居民和外来务工人
员的住房困难，并提出改造农村
危房2000户。每一次承诺,都让一
批家庭离安居的梦想更近。

“城市住房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市场性质，另一种则是社
会功能的性质，公租房就是政府
推进住房社会功能的方式。”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铁岗说，对
住房保障的持续关注正是政府对
各种层次社会住房需求的满足，
而且每代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需
要持续和长期的投入。

虽然每年住房保障仅是几句
话，但确实让很多难以负担房价
的人实现了安居梦。2014年11月
搬进西蒋峪公租房的王大爷老两
口终于有了自己的客厅、卧室、卫
生间和厨房。之前他们住在甸柳
小区的一家13平米的小门头房，
厨房是自己搭建的，儿子儿媳回
家只能睡上下铺。“以前一个月要
600块，现在一个月就300块。”王
大爷说。

农村义务教育、特殊教育的
实事也持续多年。2009年的实事
中，济南市就免除了农村义务阶
段学生作业本费和寄宿生住宿
费，减轻了农民负担，深化和完善
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改革。
同时，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农村小学由每生
每年360元提高到415元，农村初
中由每生每年520元提高到了625
元。

2012年实现公办特殊教育学
校在校学生免费教育。提高公办
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每生每年由当时的3000元提
高到9000元，补助在校生伙食费、
交通费，免收课本费、住宿费等，

惠及全市公办特殊教育学校在校
生1332人。

2015年，将为农村义务教育
贫困家庭非寄宿生提供生活费补
助，资助重点是孤儿、残疾学生、
长期特困户子女、贫困家庭留守
儿童和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特别困
难的学生等。在农村义务教育贫
困家庭寄宿生提供生活费补助的
基础上，从2015年起，资助标准为
800元/生/年。

长清龙湾小学校长刘善敏对
近几年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扶持感
受颇深，“学生的作业本费和寄宿
生住宿费已经免除很多年了。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更是年年涨，从
2009年的300多元已经提升到目
前的800多元了。”

刘善敏说，有了这部分经费，
学校可以添置更多办公用品，给
学生很好的教育环境。此外，这几
年学校建起了食堂，盖了新楼房，
配套都是最先进的。

除了住房、教育，城乡低保、
农村“五保”，济南城镇居民医保
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年年

都涨，城市低保每月人均补贴
2008年提高到300元，2009年提
高到330元，2010年提高到360
元，到了 2 0 1 3年则提到了每月
480元。

医疗保险在2011年实事中实
现了全覆盖，此后，济南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筹资保障标准几乎
年年同步涨。从2010年的年人均
120元，到了2011年的200元，2012
年的240元，2013年的280元。2015
年城乡并轨后，同步提到了380
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王佃利认为，作为地方
政府回应老百姓的需求，这几年
能看到济南市不断加大办实事方
面的力度，民生是市民最根本的
需求，涉及面广、时间长，是一个
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持续
不懈的努力，逐步提高。

“为民办实事不是涂脂抹粉，
也要讲究连续性、稳定性，有些工
作不是一年就能办成的，要坚持
不懈地做下去，一步步来。”上述
济南市政府知情人士说。

讲究持续效果，改善市民生活

数字济南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王皇

见习记者 范佳 实习生 李粟

东护城河青龙街段，居民在刚刚建成的健身广场休闲。（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领到公租房钥匙后，市民激动地说，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啦！（资
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蓝翔路附近的清雅居保障性住房。小区内有水有亭，环境优美。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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