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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抢抓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确立了实施协同发展战略、努
力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工作主题，从严从实、奋发有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坚持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机遇，

打造山东对接京津的桥头堡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指出，“ 支持山东德州建设京津冀产业承接、科
技成果转化、优质农产品供应、劳动力输送基地和京津冀
南部重要生态功能区”。同年7月，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
强调，要切实担负起国家赋予德州的功能定位，全力打造
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2016年5月，省委省政府专门出
台《 关于支持德州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见》。我
们紧紧围绕“ 一区四基地”的功能定位，建立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6个专门推进组“ 1+1+6”工作机制，努
力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发展成效。着力打造产业
承接基地。积极服务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参与京津产业
布局调整、链条重构。去年以来，引进京津投资过亿元项
目141个，其中投资过10亿元的59个。着力打造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412家企业
与京津地区61家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用效
益体现价值、用财富回报才智”，出台人才政策“ 黄金30
条”，引进两院院士、千人计划、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459人，创新团队53个。着力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以建设“ 周边城市放心农场”为目标，今年陆续开工建设
30个单体投入1亿多元的“ 智慧农业大棚”，与德国巴斯
夫公司合作建设中德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世界500强美国
雅培公司投资3 . 5亿美元建设的现代牧场项目一期已投产
运营。着力打造劳动力输送基地。立足高中等职业教育学
校较多的优势，建立四级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构建培训、
输送、就业一体的职教体系。举办4次“ 鲁冀职业院校毕
业生大型招聘会”，连续两年举办全国中职汽修大赛，牵
头成立京津冀鲁汽车职教联盟。着力打造山东北部、京津
南部重要生态功能区。市人代会通过《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决议》，施行首部政府规章《 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 十二五”期间四项主要污染物全部超额完成减排任务，
去年全市空气质量改善率、PM2 . 5改善幅度、获得生态补
偿资金实现三个全省第一。目前正全力做好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扎实解决环保突出问题，努力推动绿色发
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深度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山东在
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我们将谋划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全方位对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大力度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更高水平引进高端项目、优质资源。

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主

战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把发展工业作为优先选项，加快培植100家大企业、
100家高技术高成长高税收预期的“ 三高”型企业、100家
创新型企业“ 三个一百”企业，认真落实“ 三去一降一
补”任务。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并重，突出打造
装备制造、化工、农产品加工、新型纺织、新能源、生物
技术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近几年来工业、技改投资增幅
均居全省前列。下一步，重点做好“ 转”和“ 新”两篇文
章，加快补上新动能不足这一短板。“ 转”，就是改造提
升传统优势产业，促进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换。“ 新”，
就是按照“ 四新、四化”要求，围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大力培育和引进新动能，坚决不上破坏生态、污染环
境的项目，坚决不上形不成上下关联的项目。

坚持“ 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理

念，努力使德州真正成为让企业充满活力的城市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

革的关键，要亲力亲为抓改革、扑下身子抓落实”的重要
指示，认真落实重要改革举措和重点改革事项，52项国
家、省级改革试点进展顺利。积极构建“ 亲”“ 清”新型
政商关系，11项市级权力实现“ 市县同权”，非行政许可
事项全部取消。常态化推进“ 进企业、解难题、促发展”
工作，17名市级负责同志带领14个工作组对300家重点企
业进行帮扶。实施重点企业护航、远航、启航“ 三航”培
植计划，引导撬动银行资金、机构资金、社会资金投向优
势企业，今年已为“ 三航”企业解决资金13 . 83亿元，4家
企业在沪深主板上市。构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工作格局，
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东盟中小企
业合作会议秘书处设在德州作用，6月底组织了“ 百企下
南洋”活动，深化与东盟务实合作，着力把德州打造成为
山东融入“ 一带一路”的服务平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提升群

众满意度幸福感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重点抓好4 . 6万户9 . 6万人省
定贫困人口基础上，将3 . 4万户6 . 9万人列为市定贫困人
口，并对农村生活困难的“ 三老一属”专门出台帮扶举
措。投入财政专项资金7 . 22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570

个，今年将完成3 . 3万人省定减贫目标。认真办好民生实
事，投资81亿元实施农村中小学“ 全面改薄”、42 . 3亿元
解决城镇学校“ 大班额”问题。用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
机遇，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城乡一体发展。加
快中心城区东进步伐，今年投资261亿元实施6大类81个中
心城区重点项目。积极稳妥推进“ 两区同建”，已建成或
在建农村新型社区420个，35万农户搬入新居；建成各类
农村产业园区876个，45万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 我文明德州文明”主
题实践活动，大力推进文化小康建设，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

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认真履行管

党治党重大责任

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推
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牢固树立“ 四个
意识”、增强“ 四个自信”，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政治站
位、政治能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市委常委会制定了加强自身
建设的八条意见，市委常委所在支部带头创建过硬支部。
驰而不息抓作风，坚持“ 三严三实”干部导向，出台《 领
导干部问责办法》《 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实施办
法》，先后问责干部698人、领导班子18个。完善干部容
错免责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
负责的干部负责，探索实行干部“ 召回”制度。夯实基层
组织建设，近两年市、县投入6亿多元，实现8092个农
村、城市社区办公服务场所规范化。以基层党组织为核
心，整合党建、行政和社会资源，把基层组织建设、群众
工作、综治维稳、公共安全、生态环保纳入网格化管理。
在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同时，牢固树立“ 红
线”意识、“ 底线”思维，守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
态环保、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底线，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防
控，坚决守好山东北大门、筑牢环京护城河。

当前，举国上下正喜迎党的十九大，德州市将迅速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围绕贯彻落实省党代会
精神，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按照刘家义书记、龚正省长
来德州督导调研指示要求，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努力在全省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中加快德州发
展，为全省“ 走在前列”，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
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作者分别为德州市委书记，德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努力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

为走在前列贡献德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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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9%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年均增长11 . 2%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增长1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

9 . 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

10 . 8%

2016年，“ 蓝繁”天数182
天，同比增加29 . 1%，比

2013年增加100%

2016年，主要污染物SO2、NO2、PM10、PM2 . 5比

2013年分别下降50 . 7%、25 . 9%、

25 . 0%、3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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