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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的的援援助助都都是是实实实实在在在在的的””
本报记者新疆采访省长郭树清，感受山东援疆的热诚

援疆投资>> 援疆鲁企将带动30万人就业

记者：山东援疆带来了企
业的踊跃投产，也带来了幼儿
园、福利院的欢声笑语，山东援
疆工作还有哪些成就？

郭树清：2010年中央确定
了援疆政策并召开第一次新疆
工作座谈会，我们省被选为援
疆重点，确定援助喀什地区的
疏勒、英吉沙、岳普湖、麦盖提4
个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确
定了援疆工作的思路：用财政
资金保障民生项目，用社会资

金开展产业合作，动员全省力
量支持培训交流。

这是非常清晰的思路，财
政资金保民生比较合适，包括
教育、医疗、社保、福利等方面；
社会资金促产业，包括工业、服
务业等，解决就业，效果很好。
这两天看了政府资金投资的学
校等民生项目，做得都不错。

产业援疆实际上不限于喀
什一个地区。用数字来说，新疆
地方政府和山东企业签订的合

同已经超过4000亿元，实际到
位1200多亿，占全部援疆省市
在疆产业投资的22 .7%，应该是
所有援疆省市里最大的。这些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吸纳和带
动就业30万人。

我们还将研究制定支持我
省企业、所有在疆企业，特别是
大型国有企业吸纳喀什4县劳动
力的政策。山东所有企业合作项
目和援疆企业都要优先使用和
培养当地员工，其他援助项目也

要优先使用当地劳动力。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山钢

集团让一座钢城从戈壁滩上崛
起。山钢落地新疆之前，这里钢
材的价格是6000多元一吨，现
在不到3000元。南疆很多地方，
特别是喀什地区，建设用的都
是山钢的钢材。山水水泥来了，
招金集团也来了。纺织行业如
意集团来了，总投资200个亿，
其中一期投资60个亿，这都是
山东援疆的特点、亮点。

喀什幼儿园

来了“大朋友”

本报记者 孟敏

22日上午，山东省委副书记、省
长郭树清来到喀什市疏勒县第二
双语幼儿园，看望孩子们。孩子们
兴致勃勃地跳起了新疆少儿舞蹈。
可爱灵动的孩子表演完后，省长微
笑着和小朋友们一一握手，并饶有
兴趣地回答孩子们的各种问题。

“你是从哪里来的？”面对孩子
稚气的提问，省长笑着回答“我是
从山东来的”。

看到省长亲切的笑容，一名小
朋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我们家
有馕、烤全羊、烤包子，欢迎你到我
家来做客。”

“好，也欢迎你们到山东玩。”
受到小朋友的邀请后，省长也以

“大朋友”的身份发出了回请。
“看，这是我包的包子。”一个浓

眉的小男孩跑到省长跟前，展示自己
得意的“手艺”。省长赞扬道：“你包的
包子比我包的还好呢！”旁边的小男
孩也有“绝活儿”：“这是新疆的馕，馕
是我们的特色美食，你喜欢吃吗？”

“当然喜欢。”省长弯下腰笑着说，“欢
迎你来山东玩儿。”

走出这座由山东援建的幼儿
园，省长又来到疏勒县福利院，这
也是山东对口支援的民生工程。在
这里，34名五保老人、城镇“三无”人
员和69名孤儿享受着新疆手鼓舞的
欢乐。一片笑语声中，一位在福利
院长大的孩子给省长送上了维吾
尔花帽，并和省长交流了学习和成
长心得。得知孩子们求学的经历
后，省长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12点多，省长走出了福利院，还
不忘问“你们喝的是自来水还是深
井水”？得到是深井水的回答后，省
长又追问“水质能保证各项指标达
标吗？”福利院院长回答说：“是200

米的深井水，水质可以保证。”
“你们福利院的管理很不错，

值得山东学习。”省长称赞福利院
欢乐有序，这让院长深受感动：“没
有山东的援疆资金，就没有这样的
福利院。”

援疆工程>> “交钥匙”逐步过渡到“交支票”

记者：对口援疆既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当前
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那
么，山东援疆工作有哪些创
新？

郭树清：我们做的民生工
程开始是“交钥匙”，面向社会
招标，组织施工，聘请监理，质
量很好。以新农村建设为例，

施工时把卫生间等基本设施
都建到农民房子内，后面还有
菜园、养牛羊处，考虑得比较
周全。针对城市居民建筑，给
普通居民提供财政补助。自治
区大概补 2 0 0 0 0元，我们给
10000元，剩下的钱居民自己
解决，住房建设得也非常好。

随着条件具备了，现在我

们越来越多的是“交支票”项
目，让地方自己组织建设，看时
间地点，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
适合哪种条件就按哪种条件建
设，总的要求是保质保量。

新疆是一个地震多发的
地方，所以建筑抗震性能是按
照抗八级地震的标准来设计
的，比我省还高，要让群众体

会到山东的援助都是实实在
在的，替他们着想的，物美价
廉，而且非常坚固。

通过较短时间的所闻所
见，我们已深切感受到了天山
南北尤其是南疆喀什发生的
巨大变化，也深刻感受到了新
疆各族人民对山东人民的深
厚情谊。

山东转型升级>> 产业资金拟更多投向中小微企业

记者：援疆企业中既有国
有企业，也有如意纺织、中兴手
套等一批民营企业，山东民营
经济将迎来哪些利好？

郭树清：今年上半年，我省
企业数和整个市场主体数增长
都非常快。山东公司数比去年
同期增长一倍多，绝大多数都

是中小企业。上半年，新登记市
场主体增长47 .1%，新增的公司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增
加速度是非常快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营
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占到80%以
上。民营经济将来会发挥主要作
用，这是由投资额决定的。今后

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特别要重
视发展中小微企业，鼓励创业创
新。民营经济现在发挥的作用很
大，将来的潜力也很大。

最近，省委省政府召开了
民营经济工作大会，出台了加
快民营经济发展的26条举措，
这些措施都很扎实。我们有个

设想，目前正在研究、调研，那
就是用于产业的财政资金，今
后要更多地通过市场化运作，
投向创业、创新的中小微企业。
现在正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研
究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方案，
包括造纸、纺织、服装、食品、药
品等多个行业。

民营经济发展优势>> 山东有许多优秀的大学和学生

记者：山东民营经济的发
展步伐在加快，是否可以期待
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
出现在山东？

郭树清：山东发展民营经
济是有优势的。我们有很多大
学，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山东
人的学习能力很强。相对来
说，山东人的家乡观念更重一
些，和其他沿海地区相比，出

去的人少，引进的人才也比较
少。比如，山东部分市的农民
工75%在本县就业，出县的不
多，出省的就更少了。下一步，
我们会更加开放包容，加强人
员交流。只要走出去的人多
了，在外面学习借鉴，就能拿
回来再创造、再消化，山东这
种能力还是很强的。

山东纺纱全国第一，织布

全国第二，但服装排到全国第
五。无论是服装产量还是品牌
知名度，与福建、浙江有差距，
与广东、江苏差距更大些。新
疆干部也说了，服装行业光
搞纺纱和织布不行，破解之
道就是要生产高附加值的服
装，数以千万计地出口到西
亚、南亚、中亚市场。如意集
团也承诺要生产服装，发展

潜力很大。
去年，山东组织1000多名

领办乡村旅游的村委会主任、
合作社社长、农家乐老板，去
台湾参观学习，效果很好。以
后，我们还打算组织服装行业
的中小微企业去意大利、西班
牙等国家考察学习。政府会补
助一部分钱，这比投向工业花
得更值。

22日，新疆喀什，阳光耀眼，齐鲁如意科技纺织产业园一片光洁。当日，该项目在喀什正式开工。山东省委副书
记、省长郭树清前来视察，见证了如意集团援疆的第一个脚印。

郭树清说，上世纪50年代，我省就有大批优秀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远离家乡来到新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献
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随着2010年新一轮援疆工作的启动，我省与新疆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
产业合作项目1200多个，完成投资1200多亿元，合作项目数量、完成投资金额在19个援疆省市中均居第一位。

在省长考察期间，就山东援疆工作的成绩和山东经济发展的热点，本报记者采访了郭树清省长。

本报记者 孟敏

考察侧记

81个援疆项目

计划投入10亿元

据山东省援疆指挥部通报，根
据省委省政府和新疆自治区、喀什
地区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省援疆
办近日下达了2014年山东省援建喀
什四县项目投资计划，省财政厅预
拨首批援疆资金5亿元已于3月31日
到疆，实现援疆项目投资计划、援
疆资金“两个提前”。

以《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喀什
地区四县综合规划》为指导，优先
保障续建项目和规划项目资金需
求，确保发挥项目效益。计划安排
的81个援疆项目，均是规划中确定
的项目，计划投入援疆资金10 . 14亿
元。突出就业、教育、人才三个重
点，共安排项目60个，援疆资金5 . 21

亿元，占51 . 4%。
坚持民生为先，把援疆资金重

点放在改善受援地各族群众基本
生活条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
平、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共安排
民生项目67个、援疆资金8 . 04亿元，
分别占2014年援疆项目和援疆资金
的83 . 8%和79 . 3%。

据商务部网站

延伸阅读

省长郭树清在
新疆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 于潇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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