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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中共聊城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闭幕

建冀鲁豫三省交界发展先行区
本报聊城 4 月 14 日讯 (记者

刘铭) 中共聊城市第十二届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4 月 12 日至
14 日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市
委委员 46 人，市委候补委员 9 人。
市级领导干部，市几套班子秘书
长、副秘书长，市纪委常委、派驻
纪检组组长，市直正县级单位领
导班子成员、副县级单位主要负
责人，各县(市、区)、市经济开发区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
党委书记，50 户重点企业主要负
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听取和
讨论了市委书记林峰海同志作的
重要讲话，研究讨论了《中共聊城
市委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东融西
借跨越赶超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
科 学 发 展 先 行 区 的 意 见 (讨 论
稿)》，林峰海同志在会议结束时作
了总结讲话。

全委会确定，根据省委、省政
府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聊城实
际，从现在到 2020 年，聊城要东融
西借、跨越赶超，建设冀鲁豫三省

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东融西
借”是聊城的最大机遇。“东融”，
就是全方位融入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和山东西部新的经济隆起带，
在融入发展中实现在山东西部率
先崛起；“西借”则是借助中原经
济区这个国家级战略的大舞台，
做足做好借力发展、借梯上楼、借
机突破、借势而上大文章，抢占冀
鲁豫三省交界科学发展、跨越发
展的制高点。

“跨越发展”是聊城的唯一选
择。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最大的

政治、最根本的任务，作为判断一
切工作的标准。凡是有利于聊城
发展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去做；凡
是不利于聊城发展的，就要毫不
迟疑地去改。切实做到有多少发
展瓶颈，就有多少改革思路；有多
少要素制约，就有多少创新办法，
以辛勤和汗水换来聊城人民的安
宁和幸福。

“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
发展先行区”是聊城到 2020 年的
奋斗目标，要争当“转调创”的先
行区、交通发展的先行区、对外开

放的先行区、生态文明的先行区、
文化繁荣的先行区、民生改善的
先行区。从现在到“十二五”末的
三年，是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关
键时期，必须明确任务、落实责
任、自断“后路”、背水一战，打一
场抢抓机遇、跨越发展、三年“进
二争三”的攻坚战，确保三年内在
全省前进两个位次、力争前进三
个位次，向全省中等水平迈进一
大步；在此基础上，“十三五”继续
跨越赶超，力争在“十三五”末达
到全省平均水平。

聊城市委书记林峰海：

东融西借跨越赶超是必然选择
本报记者 刘铭

近年来，聊城全市生产总
值突破2000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突破1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677亿元，
居全省第7位；服务业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32 . 6%；粮食产量
达到116亿斤，实现“十连增”；
蔬菜总产达到1440万吨，名列
全省第一。

在发展支撑上，一批重大
交通项目、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重点企业的带动作用不断增
强，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社
会环境上，城乡居民收入增幅
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城乡面
貌发生新的变化，生态环境得
到有效保护，社会保持和谐稳
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虽然自己和自己比进步
很大，但是在近年来全省各市
竞相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速
度明显慢了，感受到空前的危
机和压力。”林峰海说，在全省
经济的“大盘子”里，聊城的生
产总值占全省的4 . 3%，地方财
政收入占全省的2 . 6%，明显低
于全省6%的人口占比，多项经
济社会发展指标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

“我们过去常说‘前有标
兵、后有追兵’，现在的情况是

‘标兵’越来越远，完全意义上
的‘追兵’已经没有了。”2012
年，聊城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04
亿元，与“标兵”相比，青岛是聊
城的6倍，烟台、潍坊各是聊城
的3倍，淄博、济宁各是聊城的2
倍；与曾经“并列”甚至是“追
兵”的市相比，聊城比枣庄少12

亿元，比德州少16亿元，比菏泽
少36亿元，比滨州少46亿元。

以 县 域 为 单 位 来 比 较 ，
2012年，全省140个县(市、区)
中，地方财政收入过100亿元的
1个，过50亿元的10个，过30亿
元的31个，过10亿元的94个，而
聊城只有3个县过10亿元，最多
的茌平县也只有18亿元，多数
县在全省的位次不进反退。从
乡镇这一级看，全市135个乡镇
中，地方财政收入1000万元以
下的有75个，500万元以下的有
44个。

林峰海说，在这种状况面
前，每一个负责任的聊城干部
都会有一种“脸红”、“心跳”、

“坐不住”的感觉。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
各级干部的危机意识不够强、
发展压力不够大、创新办法不
够多，工作精力没有完全聚焦
到发展上，没有完全聚焦到抓
投入、抓项目、抓招商上。

2012年，全省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超过3万亿元，聊城完成
1 2 6 0亿元，仅占全省总量的
4 . 2%，是青岛完成投资的30%，
烟台、潍坊的 4 0%，比德州少
140亿元。“这样下去，聊城不
仅 是 不 进 则 退 ，而 且 是 不 快
进、大进就是退。其影响的不
仅 是 聊 城 的 荣 誉 、干 部 的 脸
面，更重要的是在全省发展格
局中的地位、在区域竞争中聚
集生产要素的能力，最终损害
的是聊城人民的根本利益。如
果我们发展慢了，将会步步被
动，处处受限；如果不大步向
前、奋力赶超，聊城将会成为时
代的落伍者。”

完全意义上的“追兵”

已经没有了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为加强
对园区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县(市、
区)园区完善体制、跨越赶超，明确
由县(市、区)长兼任园区书记，这
次会议结束后一周内到位。”林峰
海在12日会议开幕讲话中说，我们
就是要拿出超常规的措施，促进市
经济开发区和各园区跨越赶超。14

日，林峰海在闭幕会上透露，市委
组织部已连夜办理手续，各园区书
记已全部到位。

林峰海曾多次提出，市经济开
发区和各县(市、区)园区是经济建
设的主战场，开发区和各园区不
兴，聊城发展无望。市经济开发区
要以晋升国家级开发区为动力，激
流勇进，乘势而上，今后三年要进
入国家级开发区全国百强。茌平经
济开发区进入全省综合排名前 20

名，创建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其
他县(市、区)经济开发区要进入全
省中等行列。到 2015 年，全市省级
开发区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要达到
1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达到
1000 亿元。市经济开发区要按照聊
城、茌平、东阿“大三角”建设的要
求，以东昌路延长线为东西主轴、
位山灌区沿岸道路为南北主轴，拉
大区域框架、科学布局产业。

林峰海表示，要搞好体制创
新，以县(市、区)长兼任园区书记
为契机，进一步大力推进镇企园合
一，理顺园区的发展体制。要搞好
管理创新，在人事、财政、审批等方
面赋予园区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园
区发展活力。要搞好政策创新，在
资金、土地等要素安排上向园区倾
斜，促进企业集聚，打造特色产业，
壮大产业集群。要搞好统筹创新，
将园区发展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
紧密结合起来，在企业发展的同
时，带动农民到二三产业就业，搞
好农村社区建设，打造工农城乡一
体发展的示范区。

本报记者 刘铭

超常规措施促园区赶超

各县(市、区)长

均兼任园区书记

出席中共聊城市委十二届四
次全体会议的人员正在认真听取
报告。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我们这一个时期，恰恰碰到了这个历史阶段，‘东
融西借’给我们提供了重大机遇，人民群众对我们怀有
迫切的愿望，省委、省政府对我们寄予厚望。”12日下午在
分组讨论中林峰海说，跨越赶超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必然
选择。

聊城制定了今后三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
标：到2013年，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500亿元，生
产总值24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30亿元，城镇化率43%；
2014年，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2000亿元，生产总值
27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60亿元，城镇化率46%；2015年，
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2500亿元，生产总值3100亿
元，地方财政收入200亿元，城镇化率50%左右。

市委书记林峰海在中共聊城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上
作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聊城成功争取到国家将其纳
入中原经济区规划；省委、省政府
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打造山东西部新的经济隆
起带。这样，聊城由过去大家普遍
担忧的“被边缘化”，一跃成为国
家和全省重点区域发展战略的叠
加区，具备了“东融西借”的重大
机遇，这在聊城历史上是从来没
有过的。

林峰海说，要通过融理念，进
一步解放思想，高起点确定目标、
大力度改革创新、快节奏推进落
实；要通过融产业，进一步强化特
色，培植主导产业，引入先进要
素，促进错位发展；要通过融交
通，进一步对接济南，拉近沟通距
离，消除交流障碍，形成“同城效
应”；要通过融环境，进一步密切
与周边市的联系，促进资源共享，
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一体发展。

要用好国家赋予聊城的中原
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地区性交
通枢纽、重要产业基地、鲁西内
陆开放试验区、区域合作北部门
户等功能定位，通过借力中部地
区政策，办成过去想办而办不到
的大事，突破影响发展而自己解
决不了的难事；通过借力中原经
济区的广大发展空间，发挥区
位、交通、产业等方面的优势，
加强能源资源、经济贸易、文化
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在中原
经济区中保持优势地位，发挥先
行示范作用。

“所谓机遇，只是一种可能，
能不能抓住机遇，关键看我们的
工作、靠我们去争取。”林峰海说，
一味地“等靠要”，错过了宝贵机
遇，聊城想摆脱欠发达的帽子，不
知道要再等多少年。“这个机遇千
载难逢，同时又稍纵即逝，必须抓
住用好，乘势而上。”

“东融西借”机遇千载难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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