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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郅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获悉，2016年，潍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项目受
理数量、成交数量与成交金额等均实现大幅度增长，
全年共受理交易项目1162个，完成交易项目1087个，
项目成交总金额333 . 80亿元，与2015年同比分别增长
43 . 10%、45 . 32%与532 . 68%。在受理的项目中，采购类
交易项目1111个，完成1048个，完成项目预算金额
45 . 61亿元，成交金额38 . 57亿元，节约资金7 . 04亿元，
资金节支率15 . 43%；出让类项目36个、完成24个，成
交额8 . 58亿元，综合溢价率2 . 12%；PPP与政府融资类
项目15个，完成15个，成交额286 . 65亿元。

随着潍坊市深化公共资源配置改革工作不断推
向深入，市级政府采购、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水
利工程、医疗设备采购等项目已全部纳入中心交
易，市级机关与事业单位使用国有资金（不含财政
性资金）、市属国有独资控股企业使用自筹资金采
购的工程、货物和服务项目进场交易数量逐渐增
长。从进场交易项目数量来看，医疗设备采购、产
权交易与土地使用权交易（不含区级）项目数量虽
少但增长幅度较大，分别同比增长2 5 0 . 0 0%、
81 . 82%与75%。

潍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各项举措降低企
业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吸引了大量外
地企业来潍参与投标，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开放
程度较高。从企业注册登记情况来看，2016年在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注册登记的企业共有6044家，其
中外地（本市以外）企业达3818家，占注册登记企
业总数量的63 . 17%；从企业参与投标情况来看，
2016年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投标的企业总次
数为11677次（不含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其中外
地企业参与投标的次数为5244次，占投标总次数的
44 . 91%；从企业中标情况来看，2016年度外地企业
中标率为32 . 30%，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为54 . 35%、
政府采购项目为33 . 07%、医疗设备采购为38 . 37%,水
利工程中标率为26 . 82%。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刘雨东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月8日，记者从潍坊市住建局获

悉，去年，潍坊市共完成棚户区改造40314套，超
额完成省下达的棚改任务，其中货币化安置3 . 6万
套，货币化安置率居全省第一位，全市棚改工作走
在全省前列。今年，潍坊市计划改造棚户区项目
263个86186套，同比增长122%，棚改数量位居全省
第二，创历史新高。

今年，潍坊市继续将棚户区改造纳入全市科学
发展考核，严格落实“周调度、月通报、季考核”
制度，指导县市区、开发区加快手续办理、项目包
装等工作，全面加快房屋征迁、手续办理、项目包
装等工作，推动项目落地开工。

同时，潍坊市将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全力争
取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2017年除国开行、农发
行政策性资金支持外，9家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
也将参与棚改。同时，他们鼓励各县市区、开发区
发挥能动性，单独对接，提高申贷效率。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棚改，有条件的区域可以发行政府债券。
积极争取上级奖补资金的倾斜。

此外，潍坊市还大力推进货币化安置。潍坊市
将指导各县市区出台激励政策，多方筹措资金，提高
货币化安置比率，多采取现房安置，为去库存作出积
极努力，把利用现房安置的比率提高到40%以上，整
体货币化安置率控制在70%以上。鼓励棚改与产业
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打造
亮点，提高项目运行的质量、规模和效益。

□记者 宋学宝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6年，潍坊市持续改善社

会民生，实施的重点民生实事年度任务完成，
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全面落实精准扶贫方略，实施脱贫攻坚工
程，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衔接、政府
主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增强贫困地区“造
血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去年完成脱贫人数
55662人，新识别和返贫221人，净脱贫人数
55441人，净脱贫比率达83 . 3%，超额完成4 . 5万
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年度脱贫任务，任务完
成率123%；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退出241个，
省级任务完成率241%，市级任务完成率161%。

社会保险事业推出系列好政策好举措。紧
紧围绕民生工作重点，瞄准老百姓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大胆创新作
为，完成十大惠民实事：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连续第12年上涨；工伤保险定期待遇连续第12
年上调；特定人群补缴养老保险金退休政策落
地，全市有17738人通过补缴后领到养老金；
离休人员定点医院由一家增为两家；居民医保
报销比例“三升一降”；开通社保微信公众服
务平台，微信缴费、查询等功能方便民众；政
府“埋单”强化工伤预防；医保智能监管系统
“上岗”，形成了“事前提醒、事中预警、事

后追责”的监管模式；居民大病保险实现即时
联网结算；参保职工健身可用医疗个人账户资
金消费。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推动就业
创业工作健康持续发展。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0 . 7万人，完成计划的107%，其中，失业人员
就业3 . 42万人，完成计划的109 . 1%，就业困难
群体就业0 . 45万人，完成计划的110 . 5%；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 . 9%，低于年初目标0 . 9个
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连续13年“过10万”，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开展精准扶贫专项招
聘活动38场次，提供就业岗位10972个；建立
扶贫车间37个，带动贫困人口就业463人；截
至2016年底，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就业
实现4006人，带动9272人实现脱贫。

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去年，潍坊市
共完成棚户区改造40314套，超额完成省下达
的棚改任务，其中货币化安置3 . 6万套，货币
化安置率居全省第一位，全市棚改工作走在全
省前列。

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教育发展再提
速。化解中小学大班额成效显著，新增学位10
万个。投资66 . 5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169
所，竣工学校107所。新增校舍面积164万平方
米，新增学位10 . 8万个，新进教师3622人，化
解大班额班级3978个，惠及百万学子。普惠性

幼儿园建设全面提速，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投
资6 . 12亿元，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88所，新增
优质学位1 . 8万个，新招录在编幼儿教师297
人，超额完成市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新建改扩
建100所幼儿园目标任务。推进城乡一体集团
化办园，全市幼教集团发展到35个，省级示范
性幼儿园达到265处，居全省首位，覆盖城
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

深化医改取得新突破。圆满完成县级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省级第三方评估，高密市被确定
为全省 5个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
（市）之一。自2016年6月30日起，潍坊市人
民医院等9家城市公立医院“历史性”取消药
品加成政策；同步推进取消城市公立医院药品
加成，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检验项目价格，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三项改革”；顺利通过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复核评估。

民生综合保险全覆盖。在全省率先探索实
施的民生综合保险工作稳步扎实推进。目前，
潍坊市282万余户920多万名城乡居民全部纳入
其中。民生综合保险由政府全额出资购买，保
障风险涵盖暴风、暴雨、洪涝、干旱、龙卷
风、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地震、雷
击、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风暴潮、海
啸、地面突然下陷等自然灾害，把地震灾害也

纳入保险范围。
新增养老床位22911张。2016年，潍坊市医

养结合新型养老综合体建设均衡布点，15个县
市区新建、改扩建、规划立项新型养老综合体
共计27个，年内每个县市区都有一个以上的项
目启动，有的县市区新启动项目达到4个，全
市新增养老床位22911张。目前，潍坊市新型
养老综合体总数达到48个，遍布全市的医养结
合养老综合体有力地促进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完
善和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大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潍水文化保
护传承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和现代文化市场四
大体系。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达标率达到85%，省定贫困村文化大院和综合
文化活动室达标率达到73%，均超过省里任务
要求。潍坊市博物馆成功创建国家一级馆。潍
坊市美术馆开馆运行，填补该市市级美术场馆
空白。全市新增免费开放空间220个，潍水讲
坛、精品展览、公益培训等品牌服务活动深受
群众欢迎。开展“百千万”公共文化人才培训
150余期，培训2万余人次。成功举办全市首届
民办文艺团体大赛，170余个团体参加比赛。
潍水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实现新突破，可移动文
物普查全面完成，共普查文物51 . 9万件/套，
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近日，山东省农业厅公布了首批省级生态
循环农业示范创建名单，潍坊市多家单位名列
其中：诸城市、临朐县被确定为山东省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县；潍坊市坊子区玉泉洼种植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高密市阚家镇被确定为山东省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潍坊坤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临朐盛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被确
定为山东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点。

财政支持促进发展

青州市谭坊镇的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
猪养殖基地，利用新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进行
畜禽饲养，该公司通过沼气池处理畜禽粪便，
再加工成有机肥用到饲料原料种植基地，不仅
解决了畜禽粪便污染问题,更为企业和周边农
户增收节支提供了能源保障。

该基地负责人赵令起告诉记者：“养猪场
里的粪污通过沼气池进行干湿分离。尿污经发
酵产生的沼气输送到周边农户，沼液运到蔬菜
大棚、果园做了有机肥料。这样既可以保证农
产品品质，而且最大限度地杜绝了农业面源污
染。”

华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快速成长，与财
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和引导性政策的得力实施密
不可分。近年来，潍坊全市首先在农业在沼气
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通过
积极争取省级财政扶持资金，先后在寿光、临
朐、青州、寒亭、坊子等12个县（市、区）建

设完成“山东省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项目”。
2014年以来，仅潍坊市财政就先后投入

2400万元用于扶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发展，已累计扶持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
125处，总面积23628亩，基地配套建设了沼液
储液池6726立方米，“四位一体”沼气池50
处，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建设秸秆生物
反应堆9640亩，建设秸秆青贮池15484立方米，
沼气原料堆沤池4600立方米。为发挥示范县、
示范区、示范点的示范带动作用，各县市区以
示范创建活动为契机，积极整合各类农业开发
项目建设资金，通过统筹考虑、集中实施、规
模推进等方式，完善了生态农业和农村新能源
示范项目的配套辅助建设，增加了经济效益，
也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奖代补”激活潜力

1月14日天气晴朗，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
湖村里，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旅游，他们依次参
观了庵上湖蔬菜示范基地、采摘园、私家菜园
等，在草莓大棚里采摘新鲜草莓后在园区用
餐。“周末是亲子时光，出门采摘游最好不过
了，看了庵上湖的大棚，感觉吃着放心。”潍
坊游客刘希鹏告诉记者。

普通小南瓜的价格大约2元钱一斤，而庵
上湖小南瓜却是6元钱一个，一个大约半斤。
虽高出市场价几倍，但一上市总是被抢光，这
是为何？

在庵上湖村党支部书记、华安瓜菜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赵继斌看来，食品安全品牌、走生

态循环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的路子，无疑是这
份高价的注解。从大棚种植到专注食品安全品
牌，再到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庵上湖的生态农
业在财政支持和政策引领下越走越远。

近年来，潍坊在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建工
作中积极推行了诸多创新性做法。2014年，潍
坊市投入1270万元开展生态循环农业和休闲农
业示范园区创建工作，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达
到一定规模、符合生态农业模式、生态效益突
出的50家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40家休闲农
业示范园区和10家智慧农业示范园区进行奖
励，以此鼓励涉农企业、农业合作社和个人投
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2015年，潍坊市继续投
入1280万元，以中心城区提升工作为重点，着
力打造潍城区青萝卜生态种植示范集群、峡山
区有机农业产业集群、坊子区休闲农业集群和
寒亭区现代农场集群，让各区生态循环农业实
现因地制宜，并最终得以长期、持续、良性发
展。

同时，潍坊市还高度重视生态循环农业和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结合本地实际，将
休闲观光农业、美丽乡村建设、生态循环利用
和旅游发展紧密融合，努力打造地域品牌，增
强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竞争力。

园区示范作用明显

在坊子区坊安街道洼里村的玉泉洼联合
社，占地1860亩的基地，分别划分为蔬菜种植
区、养殖区、蔬菜加工区和采摘区、观景垂钓
区等，建有日光温室大棚60余个，年生产有机

果蔬1500多吨，玉泉洼生产的草莓、西红柿、
黄瓜等13个品种的果蔬通过了国家农业部有机
产品转换认证，并注册了“玉泉洼”品牌。目
前，玉泉洼联合社正在努力打造集种植、休
闲、观光、采摘于一体的休闲观光农业园区。

“因为品质好，无公害，我们的蔬菜大都
销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走进园区基地，既不见化学肥料的踪影，
也闻不到刺鼻的农药气味，取而代之的是园区
技术人员自己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中药生态肥，
防虫则是采用病虫害绿色控害技术。“我们的
大棚除虫采用的是粘虫板，外面还有防虫网，
不需要农药。”工作人员说。

2016年，潍坊市继续加大对生态循环农业
的支持力度。首先，潍坊市投入1250万元，在
全市范围开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建工作。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干什么”的原
则，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113家基础条件
好、技术模式新、发展潜力大的园区为重点扶
持对象，着力打造成生态农业新样板。2016年
7月，潍坊追加投入200万元作为“2016年潍坊
市农村沼气工程安全维修维护专项经费”，对
历年来国家、省、市财政扶持建设的使用期
限两年以上且目前正常运行的大中型沼气工
程、沼气服务网点、小型沼气工程和农村户
用沼气示范户进行安全设施投资方面的补
助。有了政府雄厚资金支持，这百余家获扶
持的园区成为生态循环农业的“排头兵”，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带动整个行业步入良性发展
的轨道。

潍坊市2016年重点民生实事完成

市民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财政支持 以奖代补 园区带动

生态循环农业有声有色

2016年潍坊市公共资源

节约财政资金7 . 04亿元

公共资源交易额

突破300亿元

去年完成棚户区改造40314套

货币化安置率居全省第一

今年计划完成

棚户区改造项目263个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去年以来，潍坊市紧紧围绕潍水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规划，按照“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扎实推进全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工作成果显著。

潍坊市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口述史调查
与数字化采编项目招标工作，制定了详细规划进行
濒危项目资源抢救性录入与研究工作。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据库机房及非遗数据采集项目启动，现已开
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机房的硬件建设。“九千绣
花女”培训工程实施以来，采取了常态化办班和强化
集训的教学方式，面向全市举办了刺绣速成班。

非遗保护成果显著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2017年春节假期，“潍县古城过大年”系列活动在十笏园文化街区举行。此次活动秉承服务市民、文化惠民的组织原则，社社会

反响强烈，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显著。活动累计吸引游客198万人次，聚集展示、经营商户900余家，实现交易额约6亿元，在中心
城区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提升和带动了潍坊市节庆及假日旅游市场。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月14日，历时10天的全国2017年艺考工作结

束。今年，来潍坊设点高校共55所，来潍考生达16 . 5万人次。
来潍考生、家长、带队教师、高校教师总计超过10万人。其中
潍坊市考生7816人，比去年增加1082人。

这是潍坊市连续第15年承办艺考，15年来全国来潍设点高
校达到2593所次，考生累计408 . 8万人次。艺考作为潍坊的教育
品牌工程和城市无形资产，对拉动消费，推动校地合作，扩大
潍坊的城市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产生了重要作用。

艺考作为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高校多，报考人
数多，时间紧，标准高。对此潍坊市高度重视，市招委全面部
署安排，并制定了应急预案，艺考期间，教育、公安、交通、
卫生等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教育局落实考点包靠责任
制，确保了考试平安顺利进行。

来潍艺考考生超过16万人次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省林业厅向全省“山东最美湿地”颁

奖授牌，潍坊市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峡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寿光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青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等榜上有名。

在本次组织开展的“寻找山东最美湿地”主题活动中，四
家湿地公园凭借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丰富多姿的动植物资
源、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设施完善的科普宣教、条件优越的
休闲娱乐、充沛醇厚的文化底蕴，在经过公平、公正的网络评
选及专家评审后，喜获“最美”称号。

四湿地获评

“山东最美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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