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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为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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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
顾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孙亚飞 张强 程宇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自国家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项目以来，聊城市连年争取实施。特别是
2011年以来，全市所有县（市区）全部争取到该
项目的实施资格，前段时间东阿县和高唐县分别
在全省项目竞争立项审查中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三
名的好成绩，标志着聊城市成为全省唯一一个连
续5年项目全覆盖的市。”4月24日，聊城市水利
局农水站站长燕海波介绍。

据了解，聊城市2015年度小农水重点县均可
获得省以上财政投资2300万元，全市共可获得省
以上投资1 . 84亿元，创历年之最。目前，2014年度项
目正在紧张实施，预计5月底完工。经过近几年的
建设，目前全市累计建成节水灌溉面积133 . 27万
亩，新建泵站141座，新打机井6313眼，维修旧井
4367眼，埋设低压管道9000公里，工程总投资达
11 . 01亿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共涉及65个乡镇（办事
处）1134个村庄85 . 56万人，年可节水7990万立方
米，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0662万公斤，项目区
农民年人均增收308元。全市节水灌溉面积在原
来基础上增加了81%，达到299 . 67万亩。现在，
利用‘小农水’项目灌溉，一个人不到两个小时
就可以浇完一亩地，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省
钱。”燕海波补充道，“2015年，阳谷县、东昌
府区、冠县分别入选全国和山东省的农田水利设
施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给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
理工作的提升带来了新的机遇。”

□杨秀萍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记者从聊城市市长办公

会上获悉，聊城市即将制定出台《聊城市城区餐
厨废弃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
确全市城区餐厨废弃物管理坚持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的原则，实行统一收集运输、集中定
点处置制度，其收集运输与处置将由市、东昌府
区财政予以补贴（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餐厨废弃物收集
运输与处置由本级财政予以补贴），监督管理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办法》还规定，各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如
实申报餐厨废弃物的种类、产生量，设置符合标准
的餐厨废弃物收集容器，及时将餐厨废弃物交由
取得许可的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企业进行收运，
确保餐厨废弃物日产日清，并缴纳餐厨废弃物处
理费。与此同时，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企业应配备
规定的专用运输车辆及相关转运设施，按时到产
生单位收运餐厨废弃物，并实行完全密闭化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滴漏、洒落，转运期间不得裸露
存放。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还应按要求配备餐厨
废弃物处置设施、设备并根据有关规定对餐厨废
弃物进行综合处理，处置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
及废渣等应符合国家、省有关环保标准。

为扩大餐厨废弃物管理的社会参与面，《办
法》将投诉举报制度明确列入条款，接受公众对餐
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投诉和举报。

城区餐厨废弃物处理

将获财政补贴

小农水建设连续5年

实现项目全覆盖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张 琪 吴亚茹

稳增长释放新活力

“尽管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预
期10%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运行总体处在平
稳区间。”聊城市发改委主任葛敬方表示。今年
以来，聊城市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坚持稳中
求进，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
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受市场有
效需求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经济下行
压力依然很大。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一季
度，聊城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0 . 1亿元，同比
增长15 . 5%，高于全省0 . 7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
第1位。其中，工业投资完成118 . 5亿元，同比增
长14 . 3%，高于去年同期7 . 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
资比重的62 . 3%，高于去年同期0 . 3个百分点。

一季度，聊城市进出口总值完成12 . 85亿美
元，同比下降8 . 5%，高于全省9 . 6个百分点，列全
省第7位。其中，出口5 . 9 7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 6%，增幅居全省第二位。进口6 . 88亿美元，同
比下降23 . 2%，增幅居全省第9位，3月份、2月份
环比分别收窄24 . 5个、10 . 9个百分点。重点行业
拉动作用明显，铝板、铜板、精铜出口保持较快
增长。一季度，聊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3 . 76亿元，同比增长11 . 5%，高于全省0 . 7个百
分点。其中，批发零售业增长12%，住宿餐饮业
增长5%。全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2 . 0%。

从产业来看，一季度，聊城市农业生产平
稳增长。全市小麦播种面积604万亩，与上年持
平。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56 . 3万亩，同比增
长2 . 4%，实现蔬菜总产391万吨，产值53 . 6亿元，
同比增长2 . 7%。全市猪牛羊禽肉、禽蛋、水产品
的产量均有小幅增长，其中鱼类总产2 . 06万吨，
产值3 . 92亿元，同比增长11 . 55%。全市工业经济
逆势上扬。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3 . 6%，提高3 . 4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6 . 1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1位。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2798户，同比增加178户。

随着转调步伐的加快，聊城市战略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内涵效益型投资增速加快。一季
度，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520亿元，同比
增长20%，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25 . 94%，比
去年初提高1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
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创新型企业发展较
快，医药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等行业增速都在15%以上，引领规模以上
工业增长。

新经济催生了许多新亮点，一批产业链条
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长型中小企业、科
技创新型项目在聊城快速涌现。阳谷电缆与法
国耐克森合作，引进外资6 . 15亿元，实施了电缆
改造升级项目，成为国家电网公司指定供应
商。高唐中探机械公司注重行业先进技术的引
进消化吸收再利用，培植起了自己的人才创新
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

仍面临困难和问题

市场需求不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部分

行业盈利水平下降，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等是聊
城市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要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全面认识全市经济运行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充分利用积极因素。

聊城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
聊城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处于近年来较低水
平。一季度，聊城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比下降8 . 4个百分点，虽有政策性减税清费等
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经济增速放缓制约了税收
增长。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的64 . 45%，同比下降10 . 22个百分点。多数先行
指标不太理想，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全
市工业用电量逐月下降，仅3月份当月就下降
了12 . 32%。

与此同时，受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取消
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不乐观的影响，一些部门
招商引资积极性不高，企业投资观望情绪加
重，投资意愿下降。此外，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
监管更加严格，一些企业的停产整治不仅影响
其自身生产，还对上下游企业造成连带影响。
一季度，聊城市各县市区主动外出开展招商活
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0%，全市新开工过亿元

招商项目24个，同比减少了14个。
聊城市对外贸易增长的基础仍然比较脆

弱，外贸增长过度依赖进口和少数大企业。一
季度，全市进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60%左右，祥
光、信发两家企业占进口总额的80%，占进出口
总额的近50%。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开拓力度依
然欠缺。全市有进出口权的企业1200多家，多
数企业没有实现自营出口。

聊城市发改委人士分析认为，一季度全市
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客观方面，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三
期叠加”影响持续加深，外需不足、内在动能不
强等各种因素交织，这符合新常态客观规律。
与此同时，聊城市主动调整，持续加大转型升
级、环境治理力度等，挤出了原有的一些“泡
沫”，为缓解资源约束、加快转型升级释放了空
间。

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一季度同比增长9%的情况下，要实现全
年目标，必须形成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升

级的新动能。
通过对一季度形势的分析判断，聊城市经

济运行存在6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六百工程”
重点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竣工投产，将产生
显著的经济效益；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企业“二
次创业”深入推进，传统产业加速转型，新型服
务业态不断涌现，产业集群发展潜力巨大；重
点产业研发深入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发展迅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区域战略
实施带动，将释放更大的红利；政策利好效应
逐步显现，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向好；全市各
级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广大
企业家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信心和劲头很
足。

“做好二季度工作，聊城将继续围绕稳增
长优结构、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加强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推进

‘十三五’规划编制等方面，作更进一步的安排
部署，着力抓好优质高效投入、工业经济运行、
农村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领域改革、
城乡建设、对外开放以及民生改善等工作，为
完成全年发展目标提供保障。”葛敬方表示。

□蒋鑫 王森 刘德芳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27日晚，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黄河大合唱”艺术节开幕
式在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中，师生们用
饱满的激情展现了《黄河大合唱》的乐章。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乐天说，学院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抓住党史国史教育对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现实意义这一切入点，通过创新教育
形式，丰富教育载体，发挥“五老”作用，为党
史国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本次学院举办“黄河
大合唱”艺术节，标志着该院师生在牢记责任、
提升办学质量上做出的新努力。同时，学院并以
此次艺术节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学院内涵建设。

聊城市委常委、副市长耿涛表示，此次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牢记历史、不
忘过去、珍爱和平，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
活动为契机，以学习抗日战争等党史国史为精神
动力，增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意
识，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发努力。

“大合唱”纪念

抗战胜利70周年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纵观聊城市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态势，聊
城市市长王忠林将其归结为：稳中有进，逆
势上扬。

具体体现在：一是速度平稳增长。一季度，
全市GDP同比增长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1 . 13亿元，同比增长12 . 1%，高于全省3 . 1个百
分点，增幅居全省第6位。与此同时，国税系统
完成国内税收收入25 . 83亿元，同比增长5 . 75%，
高于全省3 . 04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7位。二
是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六百工程”顺利推进，

一季度开工重点项目396个，开工率66%，完成
投资283 . 1亿元。其中，工业、农业、服务业、城
建、民生、招商引资推进6个领域重点项目分别
开工76个、77个、74个、79个、47个、43个，分别完
成投资133亿元、22 . 6亿元、45 . 2亿元、35 . 5亿元、
23 . 1亿元、20亿元。全市完成投资10亿元以上的
项目1个，完成投资过亿元的项目76个。此
外，聊城市7个项目列入2015年省级重点建设
项目。三是科技支撑逐步增强。中通汽车工
业集团依靠科技进步，销售客车3000辆，同
比增长15%；东阿阿胶产品供不应求，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14 . 32亿元，同比增长51 . 29%；东
昌府区天中新材料涤纶长丝、高新区诺伯特
工业机器人、阳谷佰安瑞生物制药产业化等

一批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加快实施。四是农业
发展态势良好。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
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五是城镇化进一
步加快，房地产业历经寒冬后，一步步回
暖。六是实体风险化解很到位。面对各种风
险，并未出现连片倒的现象。七是民生事业
健康平稳运行。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4445元，同比增长9 . 9%。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现实，王
忠林强调要重点处理好5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质量和速度的关系问题。新常
态下，要以质量为中心，但绝不代表发展得
越慢越好，所谓“质量”是在一定速度基础
之上的质量，就像马拉松，跑太快了，往往

跑不长，太慢了，又容易掉队，因此要学会
为经济社会发展配速。二是要处理好压力和
动力的关系问题。有压力并不代表不能代表
什么都不能干，压力之下，往往才能看出真
本事，因此要把握好压力和动力的关系，切
忌把发展和环保对立起来。三是要处理好挑
战和机遇的关系问题。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
没有改变，面对一区一圈一带的政策红利，
应该学会化危为机，力争变挑战为机遇。四
是要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切实把节能
减排、低碳发展这样的好事付诸行动。五是
要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着力在项
目审批、项目落地上下功夫，努力营造发展
的政策洼地。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仅仅意味着
增速下降、挑战增多，同时蕴含着新机遇、
催生着新的发展机会。调整结构、优化格
局、深化改革，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
要机遇。

今年以来，聊城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的
各项改革，农业农村改革、医疗体制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金融等多项改革协同推进，
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释放蓬勃活力。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聊城市共有130个
涉农乡镇的4455个村基本完成确权登记颁
证，占涉农总数的76 . 22%，涉及85 . 9万农
户、552 . 83万亩耕地。农户家庭承包土地流
转面积162 . 04万亩，比上年底增加10 . 28万
亩，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2 . 25%。全市
农民专业合作社9259家，比上年底增加175

家；农民合作社联合社20家，比上年底增加
13家；家庭农场414家，比上年增加157家。

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一季度，聊城市县
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覆盖率达到87 . 5%，通
过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加成累计让利患者
达到1922万元。

与此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稳步推
进。一季度，聊城市共取消行政审批37项、
下放1项，承接省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
审批项目13项，20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调
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与去年同期相比，聊城
市一季度审批办件量减少了1300件，行政审批
平均办结时限缩短为1 . 5个工作日，审批效率
提高了四分之一。此外，市、县两级行政权力
清单全部公开，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了国、地
税联合办税和“三证合一”。聊城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筹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面对经济新常态，聊城市金融领域也在
悄悄发生着变化。截至3月末，全市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2485 . 8亿元，高于全省3 . 2个百
分点，增幅居全省第3位。贷款方面，全市各
项贷款余额达到1782 . 9亿元，同比增长4 . 9%，
高于全省1 . 3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5位。聊
城市贷款结构持续优化，全市企业贷款、小微
企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6 . 7%、9 . 03%，高于同期
各项贷款增幅1 . 79个、4 . 12个百分点，较年
初分别增加77 . 92亿元、33 . 15亿元。

一季度，聊城市直接融资发生额3 . 4亿
元，同比增长71 . 7%。全市共有9家企业签订
上市协议，17家企业签订新三板挂牌协议，
另有5家企业签订区域挂牌协议。全市融资
性担保机构达到15家，新增担保额6 . 5亿元，
同比增长25%。民间融资机构各项投资余额
12 . 2亿元，较年初增加2亿元。保险行业实现
保费收入25 . 79亿元，同比增长38 . 3%。

新常态，正引领聊城经济迈向新征程。
培养新心态、树立新观念、把握新机遇、实
现新作为，聊城经济前景光明。

GDP同比增长9%，高于全省1 . 2个百分点

聊城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

稳中有进 逆势上扬
面对下行压力重点处理好五大关系

●市长点评

深化改革，释放蓬勃发展活力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聊城第一

季度经济发展态势如何？4月27日，记者从聊

城第35次市长办公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聊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延续了去年稳中有进、进

中向好的态势，经济实现平稳开局 ,但稳增

长、调结构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很大。

一季度，聊城市生产总值完成538 . 92亿

元，同比增长9%，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

前列，高于全省1 . 2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

增长4 . 2%，第二产业增长10 . 9%，第三产业增

长5 . 7%。三次产业比例为6 . 4：55 . 7：37 . 9，三产

占比同比提高了2 . 5个百分点。

□肖明磊
报道

4月23日，阳
谷县寿张中心敬老
院的40多位孤寡老
人在院长贾秀兰的
带领下，观赏家乡
美景，其乐融融。

一季度，聊城
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逆势上扬，养
老、医疗、教育等
民生事业健康平稳
运行，更多的人享
受到经济发展的成
果。

赏美景

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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