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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 推动高质量发展

莱芜区全力争当强省会建设发展“火车头”
见习记者 杜春娜 记者 亓玉飞

聚焦工业强区
新增市场主体1.5万户以上

在会议上，李光辉表示，2023年莱芜区
将聚焦工业强区，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育
集群，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

全链条提升产业支撑力。莱芜将聚力“一
城一谷一基地”建设，加快构建“以钢为基、
以车为本、以药为先”的雁阵形产业集群。
突出建链补链强链延链，持续打好产业链招
商、供应链招商、以商招商等“组合拳”，着力
引进一批“链主”企业、优质配套企业。

全流程提升企业竞争力。加快数字经济
产业园、鲁能开源智慧园区、泰钢5G+工业互
联网试点等项目建设，打造一批智能化工厂、
数字化车间，新增星级上云企业4家。健全常
态化、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助企纾困政策直
达快享，新增市场主体1.5万户以上。

全方位提升园区承载力。集聚壮大高
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
导产业，年内引进过亿元项目25个，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1%以上。不断优化功能布
局，推动“一区多园”发展。

推进4条高铁连接线建设
加快建设数字莱芜

在会议上，李光辉指出，2023年莱芜区
将聚焦内外循环，着力扩投资、促消费、稳
外贸，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

持续发力有效投资。树牢“项目为王”理
念，健全项目滚动策划储备建设机制，完善全
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系，安排区级重点项目
108个，完成年度投资188亿元以上。加快实施
鲁中大街改造、莱热入泰等重点工程，积极布
局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项目，
全面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推进特色商业街
和“一刻钟便民商圈”建设，打造夜间经济
集聚区。支持雪野旅游区规划调整、建设提
速、功能提升，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擦
亮“省会会客厅、济南后花园”金字招牌；积
极培育精品民宿、房车旅行、星空露营地等
新业态，着力打造一批旅游民宿集聚区、网
红打卡地。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启动建设高铁新区
产业园，推进汇河大道东延等4条高铁连接
线建设。深度融入济南都市圈，主动接轨京
津冀。积极培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力促外贸保稳提质，进出口
总额增长12%以上。

同时，莱芜区将聚焦动能转换，着力促
改革、谋创新、集要素，释放高质量发展活
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推进数字化改
革，汇聚数字资源，筑牢数字底座，构建大屏
端、PC端和移动端“三端联动”的数字化平
台，打造交通、城管、社保、金融等特色应用
场景，加快建设“一屏观全城、一网管全区”
的数字莱芜。

增强科技创新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推行“企业点单、院校揭榜”模式，全区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18%以上。迭代更新人才
政策，力争年内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30人、青
年人才3500人，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
深度融合。

启动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个
新建高标准农田2万亩

在会议上，李光辉指出，2023年莱芜区
进一步聚焦城市建设，着力拓功能、增颜
值、优品质，构建高质量发展载体。

更加注重精准规划。依据“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加快区级、街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推
进主城区、街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加快
编制汶河两岸及老城区城市更新规划，加强
重点片区城市设计和重点村庄规划编制，构
建覆盖全域、一体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更加注重精美建设。启动实施妇保院南

片区等城市更新项目22个，稳步推进征收房
屋拆迁；科学布局邻里中心、休闲健身、书吧
驿站等公共服务设施。新建各类公园5处、绿
道8.5公里，全力打造靓丽主城、多彩绿城。

同时，莱芜区坚持聚焦乡村振兴，着力强
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筑牢高质量发展基础。
打造高质高效现代农业。新建高标准农田2万
亩、推广水肥一体化1万亩。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新建牛石线、龙工路等“四好农村路”
200公里，加固病险塘坝12座，改造供水管网
132个村，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以上。

启动5个生态治理项目
年内实现充电桩街镇驻地全覆盖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3年莱芜区将
进一步聚焦绿色发展，着力抓治理、护生态、
助低碳，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汶河流域生
态廊道和鲁中山区生态屏障。启动瀛汶河
干支流等5个生态治理项目，加快废弃露天
矿山综合治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全年新
增人工造林2200亩、森林抚育2 . 2万亩，创
建绿化示范村17个。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资源集约利用，
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加快光大垃圾焚烧
发电、建筑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
提高垃圾“三化”处置水平。积极推广新能源
汽车，年内实现充电桩街镇驻地全覆盖。

新增城镇就业7000人
新建4所学校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年莱芜区将
坚持聚焦群众福祉，着力办实事、惠民生、兜
底线，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加强重点人群健
康状况摸底及分类管理，保障好群众的就
医用药。重点抓好老年人和患基础性疾病
群体的防控，切实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和健康服务。

织密民生保障网络。拓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全年开展培训
3000人次，新增城镇就业7000人。深化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实现综合性定点医疗机构
DRG付费全覆盖。持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加快打造农村幸福院区域性照护中心，
优化布局基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

优化社会服务供给。续建嬴牟小学、凤城
中心小学，新建文昌学校、香山学校等4所学
校，规划新建改扩建吴伯箫学校、花园初中二
期等项目；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推进校
企“双元”育人。改扩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
个，创建国家级卫生镇2个、省级卫生村50个。

1月4日上午，济南
市莱芜区第十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
幕，莱芜区人民政府区
长李光辉向大会作政府
工作报告。

2023年，莱芜区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紧
扣“黄河流域先进制造
业中心、省会城市副中
心”发展定位，奋力推进
现代化新莱芜建设实现
新突破，全力争当强省
会建设发展“火车头”。

1月4日上午，济南市莱芜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开幕，莱芜区人民政府区长李光辉作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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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区人民政府区长李光辉表示，
2022年，莱芜区预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超
过95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00亿
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左右，完成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41 . 67亿元，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和6%左右。

李光辉表示，一年来，莱芜区洽谈引
进项目210个，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6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4
家、“瞪羚”企业15家，创历年新高。实施
技改项目130个，建成5G基站1119处，新
增上云企业48家，数字经济占比增速超
过20%，企业数智化步伐不断加快。同
时，一年来的融合共建，莱芜区城乡面貌
展露新颜。有序推进13个城中村改造项

目，改造提升老旧小区33个，建成安置房
5600套。城市管理更精更细。基础设施更
趋完善，济莱高铁建成通车；济莱间高速
公路实现本地小客车点对点免费通行。

在民生福祉方面，莱芜区2022年民
生支出约6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0%以
上，为民办实事项目圆满完成。新增城镇
就业7951人、失业人员再就业4302人，提
供城乡公益性岗位6594个。城乡低保标
准分别提高到995元/月、770元/月，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金实现“双增长”，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7%以上，医保
定点医药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刷卡即时结
算。新建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15所，新
增学位4140个，教育资源更加均衡。

2022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80%以上

济莱高铁建成通车

莱莱芜芜区区全全力力争争当当强强省省会会建建设设发发展展““火火车车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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