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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为百姓办八件民生实事
实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困有所帮”

②

实
事
一

实
事
二

坚持扩大就业与推动创业并重，
加大政策扶持和培训力度，做好以高
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新
增城镇就业 6 万人，其中帮扶困难群
体就业 4000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5 万人。

适时提高企业工资指导基准线和
最低工资标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人尽其力”
取得新进展

统筹推进城乡社保体系建设，突
出抓好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失业职工、
无固定职业者等重点群体参保工作，
继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抓好农村“五保”规范化管理，基
本完成新老农保制度衔接。

做好“幸福敬老院”创建工作，鼓
励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开展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新增床位 2390
张。

“老有所养”
实现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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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建设乡镇幼儿园 59 所，所有乡镇
中心幼儿园达到省定标准，建设市实
验幼儿园。

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211”
工程实现农村中心中学和寄宿制学校
全覆盖；城区新建小学 3 所，新增教室
120 个，新招班额控制在 45 人左右；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质
量。

支持聊城大学“山东省应用型人
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加强与山东工
程技师学院的合作，支持聊城职业技
术学院、东昌学院加快发展，确保聊城
高级工程职业学校和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新校区建成使用，促进民办教育健
康发展。

“学有所教”
提升新水平

实
事
四

实
事
五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全面提
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省
级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中心。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管
理，强化医护人员教育培训，基本实现
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基
本药物制度全覆盖。

扩大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试点范
围，大病医疗费用报销后，个人负担超
过上年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部分，补偿
比例不低于 50%。

进一步扩大“全民健康工程”覆盖
面，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家庭儿童先心
病免费治疗。

扎实做好疾病防控工作，确保不
出现传染病暴发流行。

“病有所医”
增加新保障

坚持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
合，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20835 套、基
本建成 9000 套，努力满足城镇中低收
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
基本住房需求。

中心城市集中供暖率达到 70%，
两年内基本解决供暖问题。

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全面完成
规划设计和 9 个村改造任务。

“住有所居”
实现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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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新建改建主次干道 24
条，改造提升背街小巷 49 条。

更新公交车 50 部，增加公交校车
20 部。

完成临博路、临莘路改建工程和
农村公路网化示范工程，改造农村公
路 1000 公里，两年内基本解决危桥问
题，推进村村通向村内通、网络化发
展。

“出行通畅”
迈出新步伐

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
制，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实行举报奖励
制度，全面提升安全水平。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 15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饮食安全”
采取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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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加大社
会救助工作力度。深入实施“百村扶贫
攻坚”计划，推进集中连片开发式扶
贫，确保扶贫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困有所帮”
取得新成效

8 日上午，聊城市政协副主席张广霞一行到聊城市邮政局现场调研，了解营业网点设施及
营业员的服务情况，还特别关注了理财产品等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1 月 8 日，市长林峰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重点抓好“八大民
生实事”，让百姓真正实现“人尽其力、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出行通畅、饮食安全、困有所帮”。

特色文化打造
工程

突出运河文化、水浒文
化、阿胶养生、温泉休闲、书
画艺术五大主题，规划建设
一批文化产业项目、园区和
示范基地，突出抓好运河文
化大码头、北聊弘文书苑的
策划和运作，加快形成聊城
文化强市的亮点。以备战

“十艺节”为契机，打造一批
舞台艺术精品、群众文艺精
品和美术精品。

水城文化人才
培育工程

组织文化人才在北京
等大城市举办“江北水城书
画精品展览”等活动，提升
聊城文化的知名度，促进人
才培养和相关产业发展。

文化惠民普及
工程

加快市民文化中心、市
图书馆和县乡村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提升硬件设施和
服务水平。开展“欢乐下基
层”公益演出，积极培育农
村文化，组织艺术院团进社
区、进农村、进基层，全年演
出 400 场以上。提升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质量，分步实施
农家书屋图书更新，推动公
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历史文化弘扬
工程

加强对聊城历史文化
典籍的收集、挖掘和整理，
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抓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美丽聊城展示
工程

围绕“美丽中国、美丽
聊城”主题，采取“写、画、
说、唱、摄”等形式，举办系
列活动，使聊城的知名度、
影响力、吸引力提升到新水
平，进一步弘扬“自豪、创
业、包容、奋进”的聊城精
神！

报告解读③

建设文化强市

实施五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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