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5今日运河

2013年1月7日 星期一 编辑：高建璋 组版：王晨 校对：王秀华

强化创新，发展更看重质量

本报济宁1月6日讯(记
者 贾凌煜) 济宁市十六
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人大
代表们献言献策，共提出涉
及政府工作的议案3件、建
议154件。经过市政府和各
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所有
议案建议全部在规定期限
内办复完毕，办复率100%。

在提交议案和建议中，
住建、城管、交通、环保、国土
资源管理等方面的53件，占
33 . 8%；发改、工业、农业、经
贸、财政、金融等方面的48

件，占30 . 6%；科教文卫、体
育、广播电视、人口计生、民
族宗教、旅游发展等方面的
44件，占28%；公安、司法、民
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
方面的12件，占7 .6%。

其中，《关于出台〈济宁
市加快城区中小学校舍建
设实施办法〉(含新建住宅
配套学校建设 )的议案》、

《关于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投入与加强保护的议
案》、《关于加快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的议案》3

件议案，市政府高度重视，
列为年度重要工作事项。目
前，济宁市政府编制完成了

《济宁中心城区中小学“十
二五”基本建设计划》、《济宁
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调整中小学规划布局，
形成了《济宁市区教育设施
布局专项规划(2010—2030

年)》，有关工作正在积极开
展中。在加大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投入与加强保护方面，
全市所有乡镇均设立了水
利站，配备了村级水管员，
成立了防汛抗旱专业服务
组织和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去年202亿元

用于改善民生
本报济宁1月6日讯(记

者 韩伟杰) 改造农村小
学教学点、提高医疗补助标
准、加大保障房建设……
2012年，济宁市用于改善民
生方面的财政支出达到202

亿 元 ，占 财 政 总 支 出 的
56%。2013年，济宁市将继续
加大民生资金投入，推进保
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去年9月，济宁在全省
率先实施困难学生营养餐
计划，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营养
补助。包括营养餐计划在内
的教育投入共89亿元，涉及
农村中小学教学点改造、校
舍安全工程和省级规范化
学校建设等。在加大教育投
入的同时，济宁市投入9 . 1

亿元，使新农合和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政府补助标准从
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240

元，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增投
入资金1 . 1亿元，济宁在全
省率先建立了城乡居民养
老金正常增长机制，推进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

2013年，将继续加大教
育支出，支持学前教育、校
舍安全工程及中小学办学
条件改善。同时，在完善就
业服务体系、城乡居民社会
保障制度建设、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保障性住房资金筹
集等方面加大力度，实现进
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继
续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障财政补助标
准等民生事业的改善。

157件议案建议

全部办复完毕

突出抓好100项省级重点技改
项目建设，技改投资超过700亿元、
占比达到60%以上。落实骨干企业
扶持、中央省属驻济企业加快发展
政策，“一企一策”为企业排忧解
难，以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
重点产业加速提升，年内新增百亿

元企业2家。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完善产业规划布局，制
定专项实施方案，重点延伸新能
源、LED、电动汽车、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等产业链条，抓好高端装备
制造、光电信息、新材料产业基地
建设。

实施“信息化行动计划”，培育
100家利税过千万元信息化示范企
业，建设100个重点示范应用项目。
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努力
建设“智慧济宁”、“数字矿山”。四
是扶持发展中小微企业。实施中小
企业“百家成长千家培育工程”，在

融资担保、政府采购、人才培训等
方面提供政策帮扶。持续掀起全民
创业热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
造一批高素质企业家队伍，催生一
批小而专、小而精、小而强的民营
企业群体，形成梯次成长、集群发
展格局。

“一企一策”为企业排忧 努力建设“智慧济宁”

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实施农
产品质量提升工程，推进农业标准
化生产，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组织，搞好良种
繁育、引进和推广，扩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规模，抓好品牌创
建，提升济宁农产品的知名度、竞

争力和经济效益。鼓励各类投资者
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创建基地
型、链条式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大
蒜、食用菌、苗木花卉等高价值经
济作物，实施渔业转型升级“六大
工程”，扩大畜牧业生态健康养殖
规模。

集中突破文化旅游业，提速推
进尼山圣境、兴隆文化园等重大项
目，汶上宝相宫景区建成开放，支
持微山湖、水泊梁山创建5A级景
区。加强“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
化济宁”城市形象品牌宣传，策划
推出一批文化旅游演艺活动。组建

孔孟旅游集团，整合旅游资源，规
划设计精品线路，与国内知名旅行
社、景区景点、周边城市实现有机
对接、客源共享。科学布局城乡商
贸网点，形成一批特色商业街区，
努力打造鲁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
中心。

农业插上“产业化”翅膀 争创5A级景区

坚定不移推进北湖新区建设。
高起点做好各类专项规划和单体
设计，完善道路管网、水电气暖等
基础设施配套。加快省运会系列场
馆建设，指挥中心、媒体中心、“一
场三馆”、水上运动基地、飞碟靶场
等场馆竣工交付使用。加快大学科

技园、创意及工业设计园等项目建
设，建成科技中心“一体六馆”，密
切新城开发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衔
接，促进高新区向国际化科技新城
迈进。以任城行政中心北迁为带
动，深度拓展东西两翼商务区建
设。

加速组群结构城市融合发展，
建立都市区融合发展协调推进机
制，做好各板块间行动规划和制
度设计，在基础设施、信息网络、
公交一体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
破。加快都市区大公交体系建设，
逐步开通中心城区至县域“零换

乘”公交，推进曲阜高铁站连接线
工程早日竣工，打造组群结构城
市“半小时”都市圈。加速济徐高
速济宁段、东外环南延、滨河大道
济宁至梁山段建设，滨湖路二期
济宁至鱼台段竣工通车，提高城
际交通通达能力。

推进北湖新区建设 让路网更加顺畅

推进“县域经济倍增计划”，严
格落实政策，完善帮扶机制，挖掘
发展潜力，推进县域均衡协调发
展。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千方
百计强化要素保障，在项目、资金、
土地、人才等方面落实具体措施。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设施、

水利工程和城市公用设施等方面
给予更多倾斜。推进县域经济特色
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加快培植
一批重点行业、特色产业。在农产
品精深加工、工业配套协作、文化
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布局特色项
目。

实施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引导
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技
术攻关、新品开发，提升核心竞争
力，重点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比
达到5%以上，年内新增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25家，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长20%以上。吸引更多创

投基金、产业基金入驻，形成多元
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
体 系 。深 入 实 施 海 外 人 才 引 进

“5 1 1”计划和国内人才集聚“百
千万”工程，引进一批创新团队和
高端人才，培养更多技能型、实用
型人才。

县域经济跨越赶超 实施企业技术创新工程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
行清洁生产，健全落后产能退出
机制，完成70家企业落后产能淘
汰任务。完善“治用保”防控体系，
加快南水北调治污工程建设，严
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确保水质
稳定达标，实现一泓清水安全过

境。积极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和全省“湖泊生态修复示范
市”。继续实施“村村通、村内通”
工程，完成1700个村庄、5100公
里道路硬化，构建城乡环卫一体
化管理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
农村环境面貌。

抓住文化部与山东省共建曲
阜文化经济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
机遇，完善曲阜文化建设规划，落
实扶持政策，争取国家支持，倾力
打造文化经济特区。加快曲阜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优化园
区布局，理顺运行体制，引进一批

文化项目。加紧推进孔子博物馆等
重大项目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办
好市民大舞台、百姓大舞台，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年内完成市杂
技城主体工程和图书馆新馆规划
设计。

努力建设“美丽济宁”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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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今年的政府工作，要以

“落实年、突破年”为总要
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
紧围绕主题主线，以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把握“稳定增势、提速
转型、争先进位”工作基
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强化创新驱动，注重统筹
发展，突出工业化、城镇化

“两化并进”，以项目建设
为引领，集中突破工业发
展、突破城市建设、突破县
域经济、突破文化建设、突
破生态建设，加快构建民
生保障体系，实现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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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认真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H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