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王 磊

“ 小康”，百姓对安定、幸福生活

的恒久守望。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年圆

梦时日紧迫，冲锋号角声声急，决战擂

鼓咚咚响。时不我待，砥砺奋进，济宁

正当其时。

新一届济宁市委、市政府在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上，确定了加快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全面转型振兴“ 两个全面”目

标。 在实现“ 两个全面”目标砥砺奋

进大路上，济宁坚持对标看齐，坚持

“ 同业对比、争先进位，力争前列、确

保上游”，抢抓国家和省一系列战略叠

加的大好机遇，加快实现资源型城市凤

凰涅槃、浴火重生。

抓住重点 纲举目张

济宁把新旧动能转换作为“ 一号

工程”，强化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聚力“ 四新”促“ 四

化”，加速传统产业“ 存量变革”和

新兴产业“ 增量崛起”。实施十大产

业集中突破行动，重点打造千亿级、

百亿级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培育重

点骨干企业，大力开展“ 规模以上企

业培育计划”。实施“ 园区晋档提升

工程”，重点规划济宁高新区、兖州

工业园区、任城开发区1 2 0平方公里

“ 创新创业和智能制造示范区”。打

造“ 企业高端研发平台、创业创新服

务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三个平台，

加快建设区域人才高地。加快建设济

宁东部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等七大载体，打

造支撑转型升级的动

力 源 。 今 年 上 半

年，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2 2 4 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 . 0%，第三产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 . 9%，对GDP增

长 贡 献 率 达
56 . 1%。

项目是稳增长

和转动能的重要抓

手。济宁全力推动

项目建设，将经济

发展重点任务细化分解，筛选重点项目

由市级班子成员一包到底、推动落实。
4月26日，济宁市政府与比亚迪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80亿元，建设

山东省总部和全省唯一的“ 云轨”整车

制造基地及北方首条旅游连接线项目，

从签约至今，已完成百余个云轨桩基建

设，孔孟旅游快线(邹城段)11月底或建

成通车。

以人为本 民生优先

发展的目标及落脚点，是让人民群

众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教育是民生之基。济宁市以实施素

质教育为抓手，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重点解决城镇普通中

小学大班额问题，截至目前，解决大班

额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亿元，213所

学校开工建设，其中已竣工141所，新

增学位13万个。

为解决百姓“ 看病贵、看病难”，

济宁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市

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实施

“ 药、价、保”三者联动，实施269个

病种的按病种收费和单病种付费改革，

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

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深

化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建成了一大批

环境卫生整洁、设施配套完善、乡风

文明良好的村庄。顺应贫困群众诉

求，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承

办全省第一个精准扶贫现场会、农村

低保一次性补差、医保扶贫政策、

“ 五通十有”建设等创新做法，走在

全省前列。

“ 一城五区” 拉开框架

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是济

宁的一大目标。为解决中心城区首位

度不强的问题，济宁按照“ 一城五

区”发展格局，拉框架、扩规模、优

布局、提功能，加快精致城市、畅通

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加

快跨湖高速、鲁南高铁、济宁新机场

迁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

建设国家区域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大

规模改造老城区、拓展城市空间，加

快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进一步提升

中心城区功能和城市文化品质。

济宁是煤炭资源大市，大气污染

防治任务繁重。为了“ 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济宁坚持网格化、科学化

精准防治雾霾，在全省率先构建行业

技术导则体系，并实施齐抓共管的铁

腕执法，使空气环境质量大幅度改

善。今年1- 8月，济宁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为5 . 92，同比改善14 . 2%；
PM2 . 5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同比改

善2 2 . 5%，空气质量及改善幅度均居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 + 2 6”城市首

位，是唯一实现控制目标的城市。

坚强党建 简政放权

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根本，更是坚强保

障。

济宁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进一步强化“ 四个意识”，积

极推进城市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形

成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委为基

础、区域内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共同参与

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以“ 网格化管

理”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全覆盖，以“ 社

会化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以“ 多

元化参与”构建城市基层治理服务体

系，提升了街道、社区党组织引领社会

治理、服务社区群众、领导居民自治的

能力。

为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济

宁进一步简政放权，削减行政权力事

项，积极开展行政审批流程再造，通

过实行清单式审批、打包式立项、压

减中介服务环节等措施，一般性政府

投资项目审批全过程用时提速50%；

对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实施审批全

程无偿代办、个性化清单审批、审批

收费全下限等制度，审批用时提速
75%。

资源型城市凤凰涅槃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吕光社

9月14日9点，山东如意集团服装公司的设计工作室里，为了能按时
交上大连一家公司定做的样品服装，设计总监林丽和同事早上6点就来
到办公室，做最后的改良。

“ 企业是创新主体，掌握了一流技术，传统产业也可以变为朝阳产
业。”林丽说。衣服穿在身上，肩部出现隆起的后肩绺一直是行业内存
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林丽团队决定攻克此问题，他们在实验室埋
头三天三夜，通过做直样设计，调整肩斜角度，改良工人缝制尺量，在
熨烫过程中采用劈肩缝手法，终于将问题解决。

创新不分大小，且无处不在。林丽在为本公司设计女性工装
时，打破常规，加入翘肩元素，并在后中位置设计了小开叉等，思
路走出常规后，只需在图纸上稍稍改动几笔，一款凸显时尚的两粒
扣女装令人眼前一亮，既不张扬，又打破了传统工装的沉闷，还符
合毛料特点。多家无心定做工装的老板到公司车间参观后，当场表
示也要为自己的员工换工装。

目前，国内外生产厂家一款产品从面料设计生产到制成服装，最快
周期是60个工作日，而依靠集成创新手段，如意集团只需15个工作日，
就能完成一款从面料到服装成品的生产流程。实现了从定制面料到定制
服装全流程的个性化定制，颠覆了传统的供给模式，也为个性化消费提
供了平台。

创新的红利不断显现。“ 30%的自主创新产品为公司带来的效益相
当于原来70%的订单带来的效益。”林丽介绍，成本不变、产量不变，
而公司效益成倍增长。

2016年12月2日的首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暨2016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颁奖典礼上，如意集团报送的《 面料服装的集成创新与变革》荣获2016
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近年来，如意集团还荣获第四届中国工业大
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成为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科技创新能力
和研发设计能力的领先企业。

融入创新，卖3单胜过7单

□ 本报记者 尹彤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任向阳

“ 王大爷，最近出门咋不带着你的‘ 秘密武器’了？是不是不好使
了？”9月13日下午，任城区济阳街道柳行社区御景园小区里，门卫刘
勇调侃，“ 谁说不好使！关键最近没有贴小广告的了，我暂时下岗
啦！”居民王玉彬笑着说。

今年82岁的王玉彬是个热心人。从两年前搬到御景园开始，老人就一
如既往地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小区有啥事他都冲在前面。创城开
始后，老人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维持小区环境
卫生，清理小广告。小广告是最难处理的，尤其是贴在大门上的，揭不好
揭，用铲子清理又容易磨坏门漆。

爱琢磨的王玉彬想了，这小广告的后面是用胶粘上的，遇热是不是
能化？王玉彬想到了吹风机，没想到热风吹一次，小广告竟轻而易举地
揭下来了。王玉彬兴奋地告诉了社区的工作人员，自己则是每天带着吹
风机、长线插排，挨个给大家清理小广告。看到王大爷这么热心，居民
也赶紧自己动手清理起来。以前清理完没两天又贴上了，现在几乎看不
到新贴的小广告了。“ 现在物业管理得更严了，咱社区的网格员也是天
天转。最难得的是居民主动清理、维护，这小广告哪还有容身之所？”
社区居委会主任马利华说。

马利华告诉记者，御景园的住户生活条件不错，但过去很少有
人参与社区活动。随着创城工作的深入，眼看着街道、小区越来越
干净整洁，再加上宣传栏上的文明画、文明标语潜移默化地熏陶，
以及王玉彬这样的志愿者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参与到社会管
理中来。

清理小广告的王大爷“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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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成了致富带头人

□ 本 报 记 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赵洪嵩 路敦磊

9月12日，汶上县郭仓镇美化村村民吴怀庆的农家小院里传出“ 隆
隆”的机器声，绞面、压面、晾晒、包装、送货……自打做起了面条加
工的营生，老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不仅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成
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2002年麦收时，吴怀庆右手被卷进打麦机，不幸失去右臂。突如其来
的打击令吴怀庆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在家人的鼓励下，他外出打工，可
因为残疾，没有工地愿意要他。沮丧的吴怀庆只能回家继续务农。

女儿上学，双胞胎儿子嗷嗷待哺，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家里的开
销越来越大，最困难的时候，连女儿的学费都拿不出。镇上为吴怀庆家
4口人办理了低保，虽然每月有700元的补助，可吴怀庆却高兴不起来：
总不能靠低保过一辈子吧？

2011年，吴怀庆借钱购买了一台二手面条机，开始在家加工面条。
但因为没有周转资金，销路无法打开，经常停产。另外，面条产品单
一，利润很低。

2014年，当地扶贫工作人员来到吴怀庆家，将他列进了镇里的精准
扶贫户名单。按照“ 因户施策，一户多策”的思路，镇上出钱让他去外
地学习面条制作技术，生产出了“ 柳叶面”“ 豆萁面”等多种样式的面
条。县人社局送来了1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解决了因原料供应不及时
或销售占压资金而停工的问题。

如今，吴怀庆每天能做300多斤面条，长期给镇上和周边村子20多
家商店、饭店供应，一年下来净收入15000多元。今年3月，吴怀庆又向县扶
贫办申请了2万元的小额扶贫信贷，建起了占地150平方米的蘑菇大棚。

面条作坊的收入加上耕地收入和低保金，吴怀庆家年人均纯收入接
近5000元。镇、村工作组入户核实、开会评议，将吴怀庆的名字从贫困
户名单上划掉了。脱贫不忘乡亲，吴怀庆最近忙着向村里其他贫困户传
授种植技术，扩大销路，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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