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扬拼搏精神 激发创新活力

建建设设富富强强和和美美泰泰山山区区
抓项目、惠民生，促农业、强工业，

拆违赢民心、创城弘善举……2017年
即将过去，泰山区在这一年不断迎来
并把握住崭新的发展机遇，大伙生活
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在新的
历史时期，泰山区也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继续加快推动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发扬拼搏精神，拿出实干劲头，
激发创新活力，取得争先成果，奋力开
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建设富强
和美泰山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发展特色农业，培植泰山茶产业发展。

岱银纺织马来西亚公司生产车间场景。

通讯员 霍健健 付刚 黄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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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提升两手抓

新旧动能转换浓墨重彩

原本生产矿用避险装备的国泰科
技有限公司，近两年在消防灭火领域迅
速崭露头角。公司研发的高品质超细粉
体灭火剂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在国际舞台夺目亮相。而这正是泰山区
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缩影。“泰山区是
泰安新旧动能转换主战场之一，把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的主引擎，统筹推进策划招商、开工
建设、竣工运营、股改上市‘四个一批’
项目，真正以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的建
成运营、成功上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泰山区
区委书记赵斌说。

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今年上半年
泰山区引进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171个，42个项目集中
开工，其中新兴产业项目占80%以上。目
前，全区新兴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占规
模工业比重达46%。8月，京鲁(泰山)新旧动
能转换跨区域协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来
自北京的66家企业负责人赴泰山区进行
产业对接，七大项目签约，为泰山区新旧
动能转换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泰山区坚持“引进”“提升”
两手抓，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规划提升泰
山智能消防产业园、中国江北教育装备产
业研发生产基地等八大项目，预计总投资
额460亿元，高端项目抱团发展有效推动
该区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开展。

“一中心、四片区”

打造“服务业强区”

泰山区把服务业作为第一产业，完
善中心城区、东部商务区、南部国际物
流园区、东南沿汶河休闲观光片区、北
部碧霞湖省级旅游度假区“一中心、四
片区”发展规划，大力培植经济新引擎，
全区电子商务交易额、网络零售额以超
过30%的高速增长；旅游业接待游客1559
万人次、旅游消费总额达到101亿元，同
比增长17 . 8%、23 . 5%；金融保险业税收占
全区总税收的比重达到21 . 12%，成功入
选全省第二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

目前，泰山区进一步优化城市经济
和工业经济，增加金融保险、智慧医疗、
乡村旅游、科技文化、精品农业的规模
和税收占比，形成产业多样化支撑的新
局面。按照全市“中优、南拓、东展、西
联”的发展要求，将楼宇经济作为发展
城市经济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目前，全
区已建成运营商务写字楼项目71个，去
年完成税收11亿元，占全区全部税收的
27 . 5%。同时，进一步优化工业经济，延伸
智能制造、新材料等创新型、研发产业
链条，加速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填补传
统优势产业的下滑“空缺”。

作为市中区，人流物流资金流汇
集，泰山区把金融保险业发展作为加快
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构建起配套齐
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现代金融服
务体系。“五增”产业除超前布局智慧医
疗产业，巩固发展金融保险产业外，泰
山区还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和资源优
势，在乡村旅游、科技文化和精品农业
产业方面先行迈步。

项目带动、创新引领

培植龙头、工业兴区

“当前，总投资6亿元的岱银纺织马
来西亚公司二期12万锭特种纱生产线项
目正如火如荼建设；总投资1 . 5亿元打造
岱银跨境电商平台，年底完成装修工
作，预计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总投资2
亿元的工业设计研发中心项目，5月份
已投入使用……”山东岱银纺织服装集
团董事长赵焕臣告诉记者。

作为泰山区5家列入市级“三强”企业
之一，岱银的发展步伐反映出泰山区实施

“工业兴区”行动,“三强”培植工作取得了
扎实成效。这得益于该区坚持问题导向，
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解决企业资金需
求，泰山区筛选确定“三强”企业融资需求
项目，积极探讨建立区融资平台，帮助企
业化解资金难题。

今年以来，泰山区认真贯彻中国制造
2025山东行动纲要，不断拉长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信息、康复医药等新兴产业
链条，加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通过组织
知名企业管理专家走进企业把脉问诊，加
快培育以创新引领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
展新模式。区级领导干部每人联系一名

“千人计划”、省市产业领军人才、泰山英
才和市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专
家；精心打造“泰山专家公寓”，先后入住

“千人计划”专家、IEEE高级会员等高层次
专家10余人；每年列支20万元专项培训资
金，分层次、分专业、多形式组织企业家到
国内外知名企业参观学习。

与此同时，泰山区积极助力企业更
好更快发展。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坚持县
级领导包保制度，继续解决企业融资担
保等问题，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培育壮大精品产业产品

建设“农业特区”

近几年，泰山区围绕环泰城都市农业
圈发展，策划打造了绿城泰山慢谷项目；
围绕沿汶河特色产业带建设，策划打造了
石敢当小镇项目；现代农业科技孵化器项
目，总投资1 . 9亿元。以城市农业公园为功
能定位，围绕特色产业、田园风光、农事体
验等主题，策划打造了荷兰风情园、上高
庄园、泰山国际花木城、泰山茶生态庄园
等一批独具特色、风格各异的农业公园。
热火朝天的实干场景源于该区坚持把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撬动新旧动
能转化的头等大事来抓，深入实施策划

招商、开工建设、竣工运营“三个一批”
工程，农业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泰山区以泰安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为龙头，培育壮大泰山茶、苗木
花卉等精品产业、产品，积极探索“一
产”变为“新六产”的现实路径，力促农
业向“专、精、特、优”方向发展，市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60家，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达到280家，“一村一品”专业村发
展到27个，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催生新活
力。该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探索发展新
型经营模式，培植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深入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依托资源优
势，深入挖掘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
产业，集中打造具有历史、地域特点的
特色旅游村镇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泰山区将围绕打造“农业特区、农
业园区”目标，不断推进农业新旧动能
转换，以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方向，进一步加快三次产业融合步伐，
积极做优精品农业、做精休闲农业、做
靓品牌农业、做强现代农业，不断提升
农业的精品化、特色化、品牌化、效益
化、信息化水平。

突出难点攻坚

改善民生福祉

泰山区以群众满意为导向，狠抓重
点、攻坚难点、打造亮点，全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今年以来，全区民生支出达到
13 . 92亿元。

在服务改善方面，打造“互联网+社
区”治理新模式，叫响智慧社区服务品
牌，顺利通过“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中期评估、“全国农村社区建
设示范区”验收。特别是因人施策、精细
服务，实施扶贫扩面工程，重点推进11个
产业扶贫项目，加快落实“三次报销”等
扶贫政策，6个省定贫困村、现有贫困人
口已基本达到退出标准。

环境改善方面，编制产业负面清
单，建立生态功能区项目库，整治小散
乱污企业近1500家，关闭搬迁禁养区内
养殖场583家，拆除违建400万平方米，生
态环境持续改观、生活环境持续提升。
同时，相继开展信访积案百日攻坚、政
法机关社会矛盾化解双周联席会议、人
民调解强基工程、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改、治安巡防工程等活动。

硬件改善方面，实施15个片区、23个
项目，新开工78万平方米，续建151万平
方米，竣工95万平方米，完成投资82亿
元；18所解决大班额问题中小学建成使
用，21所学校正在加紧建设；佛光路、东
湖路等4条道路主路面建设完成，双龙
路、迎春路等7条道路基本完成拆迁，万
官大街东段建成通车，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不断优化。特别是倾力服务博阳路、
万官大街等市政重点工程，加大历史遗
留问题攻坚力度，为今后城市发展提供
良好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拆违、创城赢民心

拓出发展空间

旧镇奇石市场、白马石别墅群……一
座又一座违法建筑在大型机械的轰鸣声
中被拆除。“唯有党员干部率先突破，泰山
区的拆违行动才能挺直‘腰板’有底气，群
众也才能真心支持和拥护这项工作。”泰
山区区长王爱新表示。省庄镇付家庄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李玉荣把“第一刀”砍向
自己，率先对家人苦心经营10余年、占地
万余平方米的钰镕山庄进行了自拆。随
后，付家庄村仅用1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42户共计5 .6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腾空土
地165亩。紧接着，“堡垒战”“冲锋战”“攻
坚战”“纵深战”……四次拆违大会战，让
一大批成片连线的违建集聚区被拆除。

5月，用时15天对存在近15年的旧镇
奇石市场违法建筑完成拆除。6月28日，
对黄家庄村5户4处违建依法强制拆除，
成为全市“裁执分离”第一案例。7月5日，
集中对白马石村违建别墅群进行拆除，
为全市集中拆违拆除别墅等空白区域
开创了先例。8月1日，对汉明堂路东侧、
方特以南的违建群进行拆除，当天拆除
20余户，腾空土地20亩。泰山区通过自
拆、助拆、联合执法，共拆腾土地3600余
亩，为该区拆出了宝贵的发展空间。由

“拆”释放出的巨大空间，正在泰山区各
街道镇演绎着“美丽涅槃”。

同时，创新措施培亮点，凝心聚力
求突破，大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做实网格化管理，将全区划分为29个
大网格、121个小网格，29名县级领导率
先沉入基层，现场调度、协调解决所包
网格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区直各部门从
人力、物力上加大投入，全部靠在一线，
与村(居)共同参与创城工作。另外，抓实
结对帮扶工作，推动全区文明单位与村
(居)结成帮扶对子，101个文明单位在人、
财、物上均给予村(居)大力支持，对创城
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旅游大项目崛起，活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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