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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快快建建设设温温泉泉休休闲闲养养老老中中心心
主动承接济南东部老企业转移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蒋龙龙） 27日，记者从商河
县两会获悉，商河县今年将
加 快 建 设 济 南 北 部 工 业 强
县、黄河以北区域性农产品
生产交易中心、区域性温泉
休闲健康养生养老中心、区
域性商贸物流中心等四个中
心，并重点攻坚 1 5 7 个大项
目，还要主动承接济南东部
老企业转移。

据了解，商河县作为济南
市的北大门，在济乐高速通车
前，是济南市唯一一个没有通
高速的县。从商河前往济南只
能依靠2006年通车的省道248
线，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着商
河的发展。

2014年年底，济乐高速公
路及引线竣工通车，商河收费
站距离商河县城只有2公里，
通过高速公路与济南市区连
接非常方便。“济乐高速开通
后，济南市区到商河不到一个
小时就能到达，大约节省40分
钟。”商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济乐高速公路及引线竣
工通车，德大铁路商河段及火
车站道路引线具备通车条件，

“制约商河发展的交通瓶颈得
到破解。”

商河县将借交通瓶颈破
解的东风，加快建设成为济南
北部工业强县、黄河以北区域
性农产品生产交易中心、区域
性温泉休闲健康养生养老中

心、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
商 河 县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该 县 把 2 0 1 5 年 确 定 为
“大项目攻坚年”，力争以大
项目的引进建设拉动投资增
长、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总量
扩张。据了解，商河今年确定
财政投资类重点项目 69项、
非财政投资类重点项目 8 8
项，共157项。

商河对今年确定的88项

非财政投资类重点项目和新
引进项目，将进一步完善落实
县领导包项目、责任部门全程
服务等制度机制，严格落实项
目推进服务工作组成员单位
职责。商河县还将抓好招商引
资，瞄准国内外500强和“国字
号”、“省字号”企业、产业配套
企业。

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商
河县将主动承接济南东部老

工业区企业转移。据商河县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将加
强 和 济 南 市 相 关 部 门 的 沟
通，密切关注济南东部城区
企业搬迁转移动态。商河县
还将立足该县的产业基础和
工业现状，集中精力盯靠和
引进一批经济效益好、发展
潜力大、搬迁商河意向明显
并 且 与 商 河 县 产 业 关 联 度
高、协作性强的企业。

今今年年新新增增供供热热能能力力112200万万平平方方米米
启动第二台锅炉，供热能力将翻番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蒋龙龙） 27日，记者从商河
县两会获悉，商河县将在今年
启动第二台供热锅炉，新增供
热能力120万平方米，使城市
集中供热能力翻番。商河县还
将逐步推广地热供暖，形成城
区集中供热和利用地热供暖
双轨运行保障机制。

据商河县供热管理中心
副主任张彦介绍，供热管理中

心共有两台58兆瓦的热水锅
炉。中心于2010年4月份建设，
当年的11月份便开始向商河
县供暖。“这两年，檀都小区、
嘉源逸居小区、彩虹安置小区
加入了集中供暖，商河县的集
中供热面积达到 100万平方
米，基本为满负荷状态。”

张彦说，目前商河县的热
源比较紧张。“虽然供热管理
中心有两台锅炉，但只有一台

在供热，另外一台没有除尘设
备处于备用状态。”

据商河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县今年将投资 1560万
元，启动第二台供热锅炉，新
上一台（套）脱硫除尘设备（含
500平方米土建）及一台引风
机、一台主管网循环泵，“新增
供热能力120万平方米。”商河
县的城市集中供暖能力将翻
番，该项目于2015年3月份开

工，11月份竣工，项目完成后
将进一步扩大集中供热覆盖
面，改善城区居民生活条件。

商河县富含地热资源，
正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单
位，对辖区内地热资源依据
规划进行有序开发利用，不
断扩大居住小区综合利用地
热供暖试点范围，逐步形成
城区集中供热和利用地热供
暖双轨运行保障机制。

65岁以上老人
今年免费查体
2015年商河县十件民生实事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整理

一、提升教育设施保障水平。商河
县第二中学实验综合楼年底竣工；商
河县文昌实验学校教学综合楼和商河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学综合楼开工建
设。

二、加强卫生医疗保障服务。免费
为全县 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查
体；完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
全市统一的收缴、支付政策，筹资标准
最低达到440元（其中，个人缴费最低
标准为80元，各级财政补助360元）；继
续实施大病保险工作。

三、实施残疾人医疗康复救助工
程。县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于上半年
建成并投入使用；制定落实贫困智力、
精神类残疾人专项救助政策；年内组
织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

四、提高就业服务能力。规划建设
县人力资源园区，全年农村劳动力组
织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分别达到900

人和1800人，城镇新增就业2000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 8%以内，就业
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五、全面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6

月底前，解决北部剩余韩庙、沙河、龙
桑寺三个乡镇饮用黄河水的问题，全
面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六、改善交通出行条件。圆满完成
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建设任务。对油
坊桥、左家桥两座危桥进行改造。实施
银河路西段市政绿化配套工程；食品
桥至省道316线与银河路交叉口段建
设六米绿化隔离带，优化通行环境。

七、实施集中供热扩容工程，新增
供热能力120万平方米。

八、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完成县社
会福利服务中心建设；在全县19个贫
困村全部建成农村幸福院；建立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九、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实现城乡
半小时、乡村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
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健全完
善12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站。

十、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水平。逐
步淘汰标准不一的垃圾池、落地垃圾
箱；分批淘汰更换三轮车等非密闭式
垃圾收运车辆；商中路公路绿地公厕、
电影院公厕、文昌公厕、农信公厕等四
处公厕进行改造提升。

商河县城市一角（商河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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