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为民办实事”扩至17件
为民办事不设上限，承诺6年来今年最多

新开工保障性安
居房15000余套

责任部门：济南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

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局长刘胜凯：2013年，按照计划，
济南将新开工保障性安居房15449

套，其中各类保障性住房5000套，
包括公租房3000套、经济适用住房
1000套、廉租住房1000套。各类棚
户区改造住房10449套；新增廉租
住房租金补贴500户；向社会提供
分配各类保障性住房不少于6000

套(间)。

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提高到每人每月
70元

责任部门：济南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农村社会保险处副处长葛蔚葳：
2013年，济南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提高到70元，本次调整自2013年1月
1日起执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达到每人每月70元，
惠及老年居民近68万人，提高后的
养老金力争于3月底前发放到位。

城镇居民医保政
府补助提高到280元

责任部门：济南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卫生局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处处长米良
川：自2008年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工作以来，济南市连续提高财政
补助标准，本次调整后，补助标准
已由最初的人均不到120元提高
280元。截至目前，全市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已达110万人。

省会文化艺术中
心“一院三馆”建成

责任部门：济南
市文广新局、西城投
资集团

济南西城投资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一院三馆”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图书
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计划于今
年8月竣工交付使用。目前，省会文
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形象进度完成
75%，舞台机械安装和装饰装修施
工全面展开。“三馆”已完成混凝土
主体结构封顶，配套高层正进行19
-21层主体结构施工。

实现城区河道污

水不直排

责任部门：济南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姜向东：目前，项目的招标工作
基本完成，施工单位已开始施工。
工作人员正对历山路东侧边沟、民
生大沟、羊头峪地下沟等暗渠内排
污点进行调查，争取春节前完成。

二环西路地面道

路及环境整治工程

责任部门：济南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建设
处科长杨明理：二环西路地面道路
及环境整治工程总投资约22亿元，
是济南市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市
政工程，预计2013年年底前竣工。计

划在“十艺节”之前完成地面道路
和高架的建设。环境整治主要针对
红线外门头房和立面整治，对沿线
两侧单位的围墙进行美化，门头房
招牌计划按标准大小进行规范。

完成100万平米既
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工程

责任部门：济南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科技节能
处处长李桂珍：2013年内完成100

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
造，约惠及一万户居民。改造遵循
自愿申请的原则，以楼为单元，只
要整栋楼的居民同意改造，可以随
时向原产权单位、居委会或者街道
办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改造费
用由国家奖励、省市两级补贴和个
人负担组成，其中个人只需负担三
分之一左右。

6万贫困农民人
均增收1100元

责任部门：济南
市农业局

济南市农业局扶贫办公室主
任席玉坤：2013年，济南市将拨付
扶贫资金4500万元，扶持发展产业
的贫困农民，从而实现6万贫困农
民人均年增收1100元。重点培育建
设章丘市、历城区、长清区、平阴
县、济阳县、商河县等六大产业扶
贫示范区。

实施山丘区“五
小水利”工程

责任部门：济南
市水利局

济南市水利局农水处负责人
王孝青：2013年，省城将投资6000

万元，建设800处山丘区小塘坝、小
水窖、小泵站等小水源。预计可新
增蓄水量70万立方米，新增、改善
灌溉面积6万亩。预计3月份完成计
划，12月底之前全部完工。

在主城区新建改
建300座公厕

责任部门：济南
市城管局

济南市城管局局长宋永祥：按
照“市区结合、以区为主”的原则，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
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确保2013

年全市建设二类以上水冲公厕300

座，力争达到400座，基本实现济南
城区公厕布局合理、数量充足、功
能齐全，以满足群众使用需求。

实施千佛山风景

名胜区建设改造工程

责任部门：济南

市城市园林绿化局

济南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根
据规划，“大千佛山景区”北至经十
一路，东至旅游路、二环东路，南至
二环南路，西至千佛山西路，总面
积为12 . 59平方公里。目前，济南市
园林部门已对佛慧山罗袁寺黄石
崖游览区进行整治，修建了上山
路、休闲广场等设施，并规划建设
空谷寻幽、开元怀古、春风渡、卧云
洞等16个旅游景点。

肉类蔬菜流通追
溯体系建设

责任部门：济南
市商务局

济南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一
季度将对2012年试运行的追溯系

统进行完善；二季度开展调查摸
底，确定扩大肉菜流通追溯建设覆
盖面后扩建节点企业名单，完成专
用设备的选型、配置、参数、数量等
需求分析，完成专用设备和通用设
备招标；下半年在各流通节点企业
开展系统集成、设备安装，全面完
成追溯体系建设任务。

邮政便民服务站
基本实现社区全覆盖

责任部门：济南
市邮政局

济南市邮政局局长梁启辉：今
年，市邮政在继续巩固现有4000余
家邮政便民服务站建设质量和提
升服务功能的基础上，2013年再建
设1000家，确保全市达到5000家以
上。在丰富功能方面，叠加办理驾
驶证补证、交通违章罚款等代缴代
罚服务以及助农取款服务。

建设全民学习公
共服务中心

责任部门：济南
市教育局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2013年，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资源
的网络平台将建成，届时，市民足
不出户就可以在家学习培训，高中
生也可跨校选修网络课程，通过网
络接受名师答疑解惑。

“全民学习公共服务中心”建
成后，济南市教育部门将发放教
育惠民终身学习卡，还将通过网
络学习、培训机构让利等形式，为
市民提供惠民教育券价值2000万
元。

实施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

责任部门：济南
市人口计生委

济南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杨
玉华：免费为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怀孕的农村夫妇，包括流动人
口计划怀孕夫妇进行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

此项惠民项目初步测算将惠
及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农村
夫妇，包括流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
3万余对、6万余人，市县财政将投
入近600万元。

交管、车管业务
进社区(农村)

责任部门：济南
市公安局

济南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车管
所所长王福才：交管、车管业务进
社区(农村)工作，主要由各区、县
(市)交警大队具体推进。此前，流
动车管所进社区，就是交管服务站
的“雏形”。据介绍，交管服务站就
是一个“袖珍车管所”，开进社区、
农村、4S店、企业等处，将便民服务
送到居民眼前。

民族村 (社区 )配
备文化科技图书

责任部门：济南
市民族宗教局

济南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彭
林堂：济南市现有少数民族52个、
1 2 . 6 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 . 86%。配备工作是在农村文化大
院、农家书屋及社区图书室建设
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村(社区)实际
情况开展。力求进一步推动民族
村(社区)农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
及社区图书室的硬件设施建设，
改善环境条件，补充更多实用性
强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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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件实事解读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张頔

马云云 ) 8日，参加济南市
两会的代表委员发现，今年市
政府承诺的为民办实事多达17
件。这是自2008年起，济南市公
开承诺为民办实事以来，提出
最多的一次。“为民办实事没有
上限”，8日，济南市政府副秘书
长、研究室主任、政府工作报告
起草小组副组长邢建亚表示，
今年的实事，不仅关注困难群
体，更注重让全社会共享经济
发展实惠。

在两会上，代表们发现，
2013年为民办实事列出了17
件，这让一些代表委员有些没
想到。2008年，济南市首次在

《政府工作报告》上公开承诺为
民办实事，当年承诺办实事12
件。此后每年两会上，在《政府
工作报告》后附上当年的为民
办实事几乎成为惯例。2009年
承诺9件、2010年12件、2011年
10件、2012年10件。由于连续两
年的实事数量为10件，很多市
民已经习惯在两会召开前等待
政府公开“十件实事”。

但今年，这一数字悄然发

生了变化，“为民办实事没有
上限，所以今年实事的数量也
突破了10件。”邢建亚这样解
释，他说，报告起草小组在确
定实事数量时，把各部门提
交、有把握在年内落实的都列
入其中。

今年的实事还有一个显著
特点，邢建亚介绍说，往年确定
的实事很多倾向于帮扶社会特
殊群体，今年实事依然延续这
一方向，提出了加强保障性住
房建设、增加贫困农民人均收
入等实事，希望切实提高贫困
人口的生活质量。

此外，更加注重让全社会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比如城区
河道污水不直排、二环西路地
面道路建设等，能让市民们的
生活、出行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标准、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和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等
会让市民生活得到更好保障，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一院三馆”
的建成和全民学习服务中心的
建设等则将丰富市民的文化生
活和学习资源。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宋
立山） 2013年的济南市《政府
工作报告》通报了上一年度为
民办10件实事的完成情况。其
中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的政府补助标准均由年
人均200元提高至240元，新农
合住院补偿比例达到7 5%以
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助资
金2 . 4亿元全部到位。除此之
外，包括保障房、放心早餐等9
件实事也基本完成。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
18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已经开
工建设15524套，经适房项目开
工3416套，分别完成目标任务
的103%和114%。已筹集公租房
源6110套，全部配租完毕，此外
廉租房配租也于去年12月10日
开始接受申请。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待
遇，为全市30 . 7万名企业退休
退职人员调整增加及补发了养
老金，月人均增资269元，平均
增幅达14 . 5%，月人均养老金
标准达到2085元。

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实
现公办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免
费教育，人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9000
元，补助伙食费和交通费，免收
课本费、校服费和住宿费等，惠
及1332人。加快推进基层文化
设施建设，一共新建图书馆1
个、文化馆2个、农村文化大院
275个。全市各级11个图书馆、
11个文化馆、1个美术馆和9个
博物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此
外，全市邮政便民服务站建设
保有量达到4021个，累计服务
百姓1100万人次。

在食品安全方面，肉类追
溯系统已在5家生猪定点屠宰
场、1个外埠肉集中检验点和14
家大型超市安装，七里堡批发
市场、华联超市、社区菜市场等
部分重点流通节点企业试运行
蔬菜流通追溯系统。实施放心
早餐工程，培育放心早餐承建
企业3家，建设主食加工配送中
心（处），发展早餐连锁店59处，
累计达到229家，设置早（午）餐
车61辆。

《政府工作报告》通报去年10件实事完成情况

公租房建设超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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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有更多人住上保障性安居房。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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