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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发展异军突起

1155个个示示范范镇镇建建8800个个产产业业园园
市级银行

已达13家

生态补偿金

获309万元

上半年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农农民民收收入入增增幅幅超超城城市市居居民民33 ..77%%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李榕)
23日，记者从全市大项目培植

和金融工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全市102家上市后备资源企业按
照年初制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
面推进，平原信达化工、乐陵飞
达、德城区可恩口腔“新三板”报
审，其中平原信达化工已过会，预
计7月25日鸣锣上市。另外，辖内
市级银行已达13家。

上半年，全市金融业稳健运
行，社会融资总量达681 . 54亿元。
直接融资方面，全市租赁融资
65 . 12亿元，挂牌融资、私募融资、
股权融资45 . 3 5亿元，发债融资
6 . 98亿元。全市102家上市后备资
源企业按照年初制定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全面推进，38家企业完成
股改，52家企业确定保荐机构，47

家企业确定投资机构，4家企业进
入辅导，1家企业在证监会已完成
预披露；平原信达化工、乐陵飞
达、德城区可恩口腔“新三板”报
审。

金融体系建设方面，青岛银
行开业后，辖内市级银行已达13

家；陵县、平原、武城、乐陵的4家
村镇银行已获批筹备。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刘振)
23日，记者了解到，根据“谁改

善，谁补偿；谁恶化，谁付费”的
原则，从今年起，针对大气污染，
山东开始执行地区间生态补偿
机制，一季度一结算。与一季度17

市同比全改善全拿钱的“皆大欢
喜”不同，第二季度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其中，德州获补偿资金
全省最多，为309万元。

根据山东省环保厅23日的通
报，今年第二季度，省级财政共
计发放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资金1500万元，全省12个市因环
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获得省级
财政给予的生态补偿资金。其
中，德州市获得的补偿资金最
多，为309万元。青岛、枣庄、烟台、
莱芜、临沂5个市因环境空气质量
同比恶化需向省级财政缴纳生
态补偿资金，其中，烟台市缴纳
的补偿资金最多，为156万元。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贺
莹莹)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住
建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示
范镇建设强化政策扶持、加强
产业培育、完善基础设施，目
前，全市15个省级、市级示范
镇共有8 0个产业园区，占地
7 0 . 1 4平方公里，吸纳企业
1835个。同时，基础设施和教
育等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提
档升级。

今年加大产业发展，对
于每个示范镇都确立了小城
镇产业发展战略，把发展实
体经济、坚持产业园区与镇

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引导
镇域内和周边乡镇的企业向
园区集聚，承接大中城市产
业转移和资金、技术的扩散，
形 成 了 特 色 鲜 明 的 发 展 格
局。目前，全市15个省级、市级
示范镇共有80个产业园区，占
地70 . 14平方公里，共有企业
1835个。

全市出台《德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推进省级和市级
示范镇建设工作的意见》，提
出争取在“十二五”期间，每个
示范镇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20%以上，地方财政收入

年均增长30%以上，农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每
年新增建成区0 . 3平方公里以
上、新增镇区人口0 . 3万人以
上，有3—5个镇进入全省先进
行列。《意见》要求市级财政每
年拿出8500万元专项资金支
持示范镇发展，要求县(市、区)
每年对每个示范镇配套资金
不少于500万元。

同时，针对各示范镇的交
通、地域、产业等特点，进行分
类指导、多样规划，注重培育
一批独具特色的小城镇。全市
对于每个示范镇都确立了小

城镇产业发展战略，把发展实
体经济、促进产业集聚作为示
范镇发展的核心，坚持产业园
区与镇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引导镇域内和周边乡镇的企
业向园区集聚，形成特色鲜明
的发展格局。

在推进示范镇建设过程
中，全市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和
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今年以来，15个省
级、市级示范镇共在建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项目
128个，累计完成项目投资7 . 1
亿元。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徐
良 通讯员 李元欣) 23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德州调查队
获悉，今年上半年，德州市城乡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结构
不断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

调查显示，上半年，德州市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市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4183 . 83元，同比增长10%，农
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033 . 22

元，同比增长13 . 7%，农村居民
收入增幅超过城市居民3 . 7个
百分点。德州城乡居民收入四
大项均呈现“三升一降”态势，
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
性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财产
性收入下降。工资性收入是城
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分别
为11348.78元和2814.75元，同比
增长5 .02%、11 .1%。受鼓励自主
创业和养老保障政策推进影
响，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城市经营
性收入同比增长21 . 67%，农村
转移性收入同比增长了1倍。城
乡财产性收入占比较少且均下
降，分别下降4 . 59%、8 . 8%。

另外，全市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得到优化。上半年，德州城
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616 . 54
元，同比增长9 . 5%。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981 . 3 6
元，同比增长13 . 6%。

上半年，城乡居民收支差

距继续缩小，收入之比由去年的
2 .43：1缩小到2 .35：1，消费支出
之比由去年的3：1缩小到2 . 89：
1。其中，农村转移性收入的翻
倍和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加成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
素，另外农村经营性收入虽增
速上逊于城市，但总量上维持
优势，成为拉低城乡收入差距
的关键点。数据表明，城乡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但农村增
速更快，与城市差距逐渐缩小。

近日，德州市环卫处集中清理了崇德八大道两侧无主
建筑垃圾100余吨，平整、覆盖500余方。

本报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唐洁 摄影报道

清清运运
7月23日，在三八东路与减河滨河西路连接处，园林工作

人员对裸露的土地进行整理，准备绿化。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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