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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民意
打造“宜居社区”

长沙高新区采取大走
访、大调研等多种形式，听民
生、解民意，将与老百姓生活

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都考虑
到社区建设中，成功打造集
教育、养老、休闲、购物等于
一体的社区优质“15分钟生
活圈”；同时，充分发挥“党建
+”的作用，实现“为民服务零
距离、纠纷化解零搁置、信息
采集零空档”的局面，为“生
活圈”装上“防护网”。

借鉴其成功经验，下步
我区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重点围绕政务、便民、健康、
文体、平安、公益等六类民
生 问 题 ，明 确 基 本 服 务 事
项，倾力打造“一刻钟社区
服务圈”。整合政府、企事业
单位等各类资源，完善服务
设施，拓展服务内容，规范
运行模式，在洸河街道、柳
行街道、王因街道各建成 1
处标准化“一刻钟服务圈”，
让老百姓生活更加美好、便
捷、安全，全面提升居民幸
福指数。

优质均衡
打造“教育高地”

长沙高新区十分注重学
前教育资源配置，实现学前教
育就近入园；科学布局教育资
源，实现“家门口就学”；高度
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为长沙高
新区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019年，我们将进一步优
化教育资源，强抓落实居住区
配套幼儿园建设有关规定，实
现居住区与幼儿园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切
实保障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以
集中连片居住区为单元，依据
人口规模合理设置小学、初
中，实现教育资源的充足供给
和学生的就近就便入学。实施
高新区职业中专升级改造，在
硬件建设、师资配备、实习设
备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利
用3-5年的时间在办学规模、
特色专业及毕业就业等方面

实现重大突破。

以民为本
打造“幸福民政”

长沙高新区在民政工作
上立足“三基”，即做实基本民
生保障，做强基本公共服务，
做优基层社会治理，切实解决
好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
实的大事、小事和难题。

今年，我区将突出重点，
着力抓好基本民生保障、基本
公共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确保建成1个示范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1处城市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2处互助养老院，
3-5个社区老年人食堂，支持5
个养老机构建设国学书屋，提
升3处街道敬老院服务能力，
为老年人生活创造宜居环境。

智慧医疗
打造“健康高新”

长沙高新区加大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信息化投入力度，
联手麓谷优秀互联网企业利
用先进互联网技术，开发建设
了基层健康服务一体化系统，
开展线下与线上健康服务，让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
贴心、便利、全面、优质的医疗
卫生健康服务。

下步，我区将以“互联网+
医疗健康”为突破口，全面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依
托济宁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构建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实现
分级诊疗服务；逐步建成“互
联网+公共卫生服务”、“互联
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
推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在线
查询和规范使用，加快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智能化应用，为签
约居民在线提供健康咨询、预
约转诊、慢性病随访、健康管
理等服务，增强群众对家庭医
生的信任度。

全全力力打打造造幸幸福福民民生生高高新新样样板板
济宁高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 赵鲁

学习产业升级
先进做法

远大住工历经 2 0年的
发展，已成为集研发设计、
工业生产、工程施工、装备
制造、运营服务为一体的新
型建筑工业企业，拥有世界
级的PC(预制混凝土)成套
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及工厂
的整体规划、运营管理和技
术服务能力，2018年实现产
能布局 1亿平方米。长沙高
新区以智能制造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全力支持辖区企
业智能化改造升级，进一步
做优人才环境、金融服务，
优化行政审批效能，把“千
人帮千企”“两帮两促”等活
动常态化……一系列的扶
持产业升级做法值得认真
学习。

学习棚改工程
建设经验

在座谈会上，我就棚改工
程建设向长沙高新区住建部
门学习取经，长沙高新区棚改
工程依托区属国有平台公司
组建棚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专门负责棚改工程投资、建
设，形成的“有机棚改”经验获
得住建部的点赞。2018年又以

“四增两减”推进棚改新三年
行动，加快园区定向公租房
(人才公寓)和定向限价商品
住房建设，切实保障和满足居
民住房需求。

学习创新平台
建设工作

“柳枝行动”启动于2015
年6月，是湖南省、长沙市、高
新区三级财政联合出资扶持

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的一项
孵化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创业
项目提供20万元无偿资金扶
持，并以投融资为核心，打造
全新创业服务体系。截至2018
年底，“柳枝行动”共筛选项目
4279个，孵化项目466个，帮助
56个项目获得3 . 6亿元融资，
其中机械之家、影娱文化、老
来网、刚刚好、遛娃团等项目
均获得了千万元融资。

蓼河新区作为我区“三次
创业”的主战场，将按照党工
委、管委会的部署，近赶潍坊、
远学长沙，把这次学习取得的

“真经”贯彻落实下去。一是全
力突破城市景观建设。学习长
沙高新区城市建设经验，加快
蓼河新城城市建设，全速推进
总投资21亿元的城市生态水
系PPP项目建设，启动建设如
意湖、十里湖，打造“三河三湖
三湿地、九水通衢耀麒麟”城
市生态景观。二是全力突破平

台载体建设。学习长沙高新区
创新平台建设，全力推进麒麟
岛创新创业园建设，坚持项目
创新创业定位，加快岛屿塑形、
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开发建设
模式，分期、分步骤推进项目建
设。加快红星爱琴海商业综合
体建设，补齐商业短板。三是全
力提升城市人气商气。学习长
沙高新区构建差异化的住房供
应体系，加快龙城公馆、中南漫
悦湾、职工公寓、前后苏、前后
栗棚改工程等住宅工程建设，
完善大学生公寓服务设施，吸
引更多人到新城居住、生活。四
是全力引进城市运营伙伴。学
习长沙高新区棚改建设经验，
采用合作开发、EPC、F+EPC模
式等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棚
改工程，加大社会资本融资力
度，力促中青旅、蓝城、山东土
地发展公司等战略投资者，带
企业带项目带平台带资本带人
才一体化落地。

蓼蓼河河新新城城全全力力打打造造一一流流生生态态科科技技城城
济宁高新区蓼河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蔡新国

4月14日—15日，我随党
工委、管委会考察团赴长沙
高新区考察学习，先后考察
远大住工、华曙高科、中联重
科等企业，考察学习信息产
业园“柳枝行动”、麓谷街道
社区建设经验。长沙高新区
创建于1988年，是国务院1991
年批准建设的首批27个国家
级高新区之一，2018年在全
国高新区中综合实力排名第
12位。这不是我一次到长沙
高新区参观学习，时隔短短3
年，长沙高新区城市建设、园
区经济、产业发展又发生巨
大变化，使我内心深受震撼，
同时也明确了学习的内容和
努力的方向。

对对标标学学习习，，助助力力园园区区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济宁高新区园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刘祖常

通过两天实地考察学
习，长沙高新区幸福的生活
环境、厚重的文化底蕴、浓
郁的文明风尚，特别是推动
社区、教育、卫生等民生事
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让我们
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同时
也感到危机紧逼、压力倍
增。下步，我们将认真对标，
奋力赶超，全力打造幸福民
生高新样板。

发展是第一要务，服务
是第一职能。通过考察学习
先进高新区，园区发展服务
中心将结合工作的实际，探
索一区十园创新发展之路，
服务和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和转型升级，为高新区三次
创业和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实施园区“双带”工程

按照园区“双带”行动方
案和任务配当表，我们将以园
区“双带”为主线，服务、协调
各园区及相关单位，按时间节
点完成各项工作目标。结合近
期省、市分别出台的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积极
引导服务各园区、各企业用足
用好新政策，实现带头创新发
展和转型升级。

全力打造五个
“百亿”园区

在已有三个园区年营业
收入过百亿元基础上，整合属
地园区和专业领域的现有资

源，发挥产业优势，挖掘发展
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争取再打造两个“百亿”园区，
实现一区十园各具特色、竞相
发展的新局面。

提升改造小微产业园

重点选择2个试点园区，
对园区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建
设小微产业园作为主导产业
的小型配套企业的集聚基地；
同时，引导有条件的园区整合
资源，实现打造“基金+项目+
园区”的一体化生态链。

建设标准化厂房

和智慧园区、绿色园区

紧密对接一区十园，统

筹规划 3 0万平方米的厂房
建设。开展“智慧园区”、“绿
色园区”的规划建设，梳理、
对接各级公共服务平台，链
接园区各类资源需求，运用
智慧园区平台精准、高效地
完成各项园区管理服务工
作。

充分发挥园区
发展联盟的作用

融入并发挥中国产业园
区发展联盟理事单位的作用，
创新园区发展思路与方法，建
立园区发展智库，邀请知名专
家学者、园区专业运营商举办
园区发展高峰论坛等，借鉴先
进园区经验，推动一区十园高
质量发展。

搭建园区
公共服务平台

筹备建设高新区园区公
共服务平台，在信息、金融、人
才、创新创业、质量技术、管理
咨询等方面，健全完善数据
库，搭建综合性、专业性相结
合的园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近赶远学，学以致用，
我 们 将 结 合 实 际 、突 出 重
点，探索我区“亩产效益”评
价机制，探索部分低效闲置
用地的高效利用，对小微园
进行升级改造，支持条件成
熟的园区建设孵化器、加速
器等双创平台，深化园区产
学研协同创新。

长长沙沙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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