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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按照省政府部署，今年继续开展全

省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标准时间为每年11月1日零时，调查
摸底时间为每年10月15日至31日，正式登记时间为每年11月1
日至15日，历时一个月时间。

据悉，此次调查范围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90%乡镇街
道、6千多个村居小区，调查规模100万人左右，占全省总人口
约1%，故称1%人口调查，俗称人口小普查。调查内容包括调
查户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以及在本户居住的外来人口的姓名、
性别、年龄、教育、就业、婚育、保险等信息。

近两年调查结果表明，我省人口城镇化发生显著变化，一
是人口总量增加迅速，达到9949 . 6万人，突破1亿近在咫尺；
二是城镇人口增加迅速，城镇化率达到59%以上，年均增速连
续两年超过2个百分点，走在全国前列；三是高学历人口增加
迅速，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接近10%。

全省1%人口抽样调查

将入户摸底登记

□记者 杨学莹 毛鑫鑫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日前，省住建厅印发了山东省7个

传输通道城市清洁采暖气代煤电代煤工作实施方案，对7市逐
个县市区分解了计划任务。今年11月15日之前全省实施计划气
代煤电代煤改造居民户502649户，届时，完成调试及竣工验收
工作，采暖设备到达正常运行条件。

根据方案，气代煤电代煤的总体原则是政府推动，企业为
主；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结合实际，成方连片，宜气则气、
宜电则电，实施复合供能、多能互补、清洁用能。费用则充分
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由政府、企业、用户三方共担。

改造的目标任务是，2017年11月15日前，各市确保完成5
万户以上、力争完成10万户气代煤电代煤工程。2017年年底，
20万人口以上县城基本实现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全覆盖，
即完成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工程项目建设任务。其他县城
2020年实现全覆盖。2020年7市全部完成气代煤电代煤任务。

根据各市提报的气代煤电代煤实施方案，我省给7市每个
县市区分解了今年的改造任务，全省共计502649户。其中，济
南改造53000户，淄博改造111511户，济宁改造60000户，聊城
改造54020户，德州改造64118户，滨州改造60000户，菏泽改
造100000户。

改造计划比较多的县有桓台县22519户、滨州开发区19870
户、淄博临淄区18426户、淄川区15516户、博山区15352户，
聊城东昌府区12410户、菏泽牡丹区12000户、滨州滨城区
10812户、淄博周村区10789户、茌平县10180户，济南市中
区、菏泽定陶区、曹县、成武县、单县、巨野县、郓城、鄄
城、东明县各计划改造1万户。

对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完成情况，我省将及时组织评估考
核，并建立日调度、周通报制度，对工作进展缓慢的，定期进
行通报；个别问题突出的，实行挂牌督办。我省要求，建立健
全长效管理运行机制，确保工程质量和运行安全，坚持改造一
处、巩固一处，杜绝散煤“复燃”。

供暖前完成50万户

气代煤电代煤
涉及传输通道7市

费用由政府、企业、用户三方共担

□通讯员 叶 文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今天，随着冷空气发威，全省大部

地区都是阴雨绵绵、寒意逼人。据今日6时至16时的雨情报告
显示，全省共有105县（区、市）、1162乡镇出现降水，平均
降水量2 . 6毫米，折合水量4 . 082亿方。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内
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随着连绵的降雨和大风，温度持续走
低，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山区最低气温将
降至6～8℃，其他地区9～11℃，而全省最高气温也将跌至
16℃左右。

从雨情报告看，降雨量排在前3位的监测站点分别是：滨
州青阳14毫米，淄博岭子镇13 . 9毫米，济南彩石狼猫山12 . 9毫
米。预计明天白天降雨仍将持续，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
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预计至12日
夜间降雨陆续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温度开始缓慢回升。

一雨似冬 寒意逼人
全省大部降雨

明日夜间开始温度缓慢回升

□记者 周 艳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近日，省政府

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节约用水工作
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从发展
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产、以水定地、以水定人，全面加强
节水工作。

我省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多年
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08 . 1亿立方米，仅占全
国的1 . 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的
1/6，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
5，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
并存、相互叠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突

出。《通知》要求严控农业用水，实现增
产增收不增水。大力发展管道输水灌溉，
推广用水计量和智能控制技术，全面落实
新增1500万亩节水灌溉面积任务，到2020
年全省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占比达到
56%以上。

《通知》明确，强制工业节水，加快淘汰
一批落后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
化工、制革等高耗水工艺、设备和产品，大力
推广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到2020年，在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工业
取水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从目前的90％左右提高到92%，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目前的11 . 5立方米
下降到10立方米左右。

为进一步推进城镇节水降损，“十三
五”期间，我省将改造城镇公共供水管网
4000公里，到2020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以内，公共供水城镇家庭节水器具和
新建民用建筑节水器具普及率均达到
100%，设区市全部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
准要求，县级缺水城市达到省级以上节水
型城市标准要求。

为提高雨洪水、再生水、淡化海水、
微咸水和矿井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率，
《通知》要求将其纳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
置，最大程度替代新鲜水源。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提升地面蓄水、渗水和涵养水源
能力。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及用水大户
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回用设施或使用市政再
生水，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
建筑施工、生态景观等用水逐步由再生水
替代。到2020年，全省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大力推进海水规模化利用，加
快实施《山东省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
案》，以沿海缺水城市、海岛、产业园区

为重点领域，以电力、钢铁、石化等为重
点行业，到2020年全省新增海水淡化能力
40万吨/天左右。

《通知》要求改变现有水资源分配方
式，建立健全水权水市场制度。依法开展
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以县域为单元，
区分水源、区分行业、区分功能逐步完成
全域性确权。

《通知》提出要完善节水激励政策措
施，建立农业用水节水补贴制度和激励机
制。突出抓好区域综合水价改革，落实城
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和居民用水
阶梯水价制度。探索建立城乡供水水费财
政补贴制度。指导各市建立公开、公平、
透明的水价形成机制，逐步实现由“暗
补”变为“明补”，使水价能够准确反映
水资源稀缺程度，充分发挥水价在节约用
水工作中的杠杆作用。

施工绿化等逐步改用再生水
我省提出全面节水目标，到2020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 . 5立方米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10月10日，大众报业集团推出“喜迎十九大”大型
系列融媒体报道《殷切的期望 最实的担当·总书记牵
挂的民生事》，首期“脱贫攻坚篇”聚焦山东黄河滩区
迁建，从“牢记嘱托”“历史记忆”“迁建现场”“圆
梦小康”四个角度推出四个整版报道，经集团中央厨房
和融媒体中心统筹分发，在新锐大众、山东24小时、齐
鲁壹点、半岛等客户端和大众网、山东手机报以及集团
子报子网所属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集中发布，引发读者
和网友的强烈共鸣，首期阅读量超4500万人次。

实现滩区群众“边迁建边脱贫”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菏泽时对我
们提出了‘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不断改善贫困人
口生活’的明确要求。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我们编制了《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黄河滩区产业发展规划》，今年5月东明县的两个村
台开工建设，其余村台也将陆续开工。大众日报的这组
报道，给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增添了信心和动力。”菏泽
市委书记孙爱军说。

“三年多来，我们牢记习总书记嘱托，按照‘一年
打基础、两年促规范、三年抓提升’的工作思路，多措
并举、精准发力，累计减贫118 . 7万人。目前，菏泽省
标以下贫困人口还占全省的51 . 2%，脱贫攻坚任务依然
十分艰巨。我市将黄河滩区群众脱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
中之重，实现滩区群众‘边迁建、边脱贫’。”孙爱军
介绍。

菏泽市扶贫办副主任刘军看了报道后，对黄河滩区
迁建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本报记者，黄河滩
区迁建责任大、任务重，必须深入贯彻总书记的扶贫开
发战略思想，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汇集各方资源
和力量，加快推进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全力以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滩区群
众的安居梦。

关志洁是东明县武胜桥镇玉皇庙行政村党支部书
记，今年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过几天就要去北京
参加会议了。她看到本报的报道后说：“我到北京后，
要履行好自己的代表职责，把家乡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告诉其他代表，让更多人感受到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人
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脱贫攻坚的殷切期望。”

滩区的未来更美好

东明县是菏泽黄河滩区迁建主战场，东明县委书记
魏琳说，大众日报的这组报道，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阐
明了黄河滩区迁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把习总书记
的嘱托和基层群众的期盼结合起来，读完之后深感责任
重大，更坚定了打赢黄河滩区迁建这场硬仗的信心。

东明县长兴集乡党委书记薛刚山，10月10日一大早
就通过大众日报的手机客户端看到了报道。“很震撼，
也很兴奋。我马上就转发给了我的同事和朋友，让他们
看看党报对我们基层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薛刚山还介
绍，上午他和乡政府的相关人员来到村台建设的现场，
和村民们就土地占用、树木补偿、坟茔迁移等工作进行
沟通交流。“任务是一项接着一项，必须做细致的思想
工作，把好事办好。”

47岁的长兴集乡找营村村民刘海江，前些年在天津
等地打工，每年也能攒个六七万元。但他在今年秋收结
束后，毅然决定留在村里搞大棚蘑菇种植。“看到报纸
上说习总书记关心我们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我的信心
更足了。”他和他媳妇一边在大棚里忙活着，一边对记
者说。

东营市垦利区董集镇杨庙村的杨学让自20岁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已在村里干了40余年。自沿黄房台村搬迁改
造工程实施以来，他跟指挥部成员帮着群众算经济账，算
长远账，只用6天就在全市率先完成了整村协议签订，而
且签约率达到100%。杨学让说：“黄河滩区迁建是总书记
牵挂的民生事，也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

“看了这篇报道，心里说不出的高兴，真要好好感谢
党和政府！”看到本报对黄河滩区迁建的报道后，滨州市
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谢家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高振明十
分兴奋。今年76岁的高振明说起黄河发大水至今记忆犹
新：1958年那次黄河发大水，村里房屋倒塌了300多间，黄
河上水2米多，土地都被冲击得向丘陵一般，整个村庄最
后只剩5间房屋没受损，村里人连饭都吃不上一顿……

“现在的迁建政策简直太好了，不只让大家不再害怕，也
能让我们尽快过上小康生活。”高振明告诉记者。

（□大众报业记者 赵德鑫 田宇 王佳声 杨新
会 张爽 李德领 任小杰 参与报道 )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10月10日，蒙蒙细雨中，记者驱车来到东明县长兴
集乡竹林新村。“要是以前，咱们的车根本没法开到滩
区内的村庄。滩区内一到下雨天，道路泥泞得连车轱辘
都能给粘下来。”长兴集乡党委宣传委员李绍旺清楚地
记得，2003年那场大水过后，他陪着省里一个部门的调
研组来滩区调研，小轿车陷入泥地里，四五个人去推
车，每个人都溅了一身泥。

现在，黄河滩区内的每个村庄都有柏油路相连，村
民们出行方便多了。虽然下着雨，路上不时有当地村民
的小汽车和农用车驶过。

在村民刘富旗家里，他看到大众日报《老刘卖船》
的报道后异常兴奋，从里屋里拿出一盒中华烟让记者
抽。“前几天我侄子结婚，给了我两盒好烟。现在滩区
的日子比以前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要把这张报
纸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看。”

刘富旗的家是一座二层小楼，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
张全家福照片。“这是去年我二儿子结婚时全家拍的，
四世同堂。就在这个新房子里拍的，你看多亮堂。”刘
富旗的语气里透着自豪。

“我给你看一张38年前的老照片，也是我们家的一

张全家福合影。”老刘来了兴致，从里屋里找出一张黑
白照片，外面用塑料皮封起来了。“我要把这张照片好
好收藏，让儿孙们知道过去的日子到底有多艰难。”

刘富旗说，1979年，他应征入伍，临行前父亲让
全家人在自家的堂屋前合了一张影。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们家的房子十分低矮，破旧的木门，墙是土坯砌成的。
全家人的穿着也很“寒碜”，孩子们的衣服上有补丁，有
的露出了棉絮。“这是当时家里最好的衣服了，二妹的外
套还是从邻居家借的。我大哥当时也刚结婚不久，但穿
的也是普通的粗布衣服。”刘富旗说，“我父亲告诉我，当
了兵就不要回来了，回到家里只能受一辈子穷。”

“你再看新的全家福，孩子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
服，儿媳妇结婚还有婚纱。这日子不比不知道，一比就
看出来现在的生活有多好。要是没有共产党的好领导，
咱们滩区百姓能住上二层楼房？能开上小轿车？”刘富
旗告诉身边的儿子儿媳。

刘富旗又拿出一张照片让记者看，“这是我20年前
照的，后面是我和兄弟们的家，三家建在一个房台上，
虽然比38年前的土房子比是好了些，换成砖墙了，但每
家只有正房，连院墙都没有。”

临走的时候，刘富旗让记者在他家的大门口又为他
拍了张照片。

1979年刘富旗一家拍的全家福。 2016年刘富旗一家在新居拍的全家福。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0日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今年中国经济实现6 . 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
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中国经济稳中向
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宁吉喆说，在看经济增速的同时，还要看就业、物价、环
保等方面。近几年来，我国就业形势非常好，物价低于预期水
平，生态环境在改善。综合来看，我国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

国家统计局：

今年经济实现6 . 5%左右

发展目标没问题

□CFP供图
枣庄市山亭区10日起迎来一场秋雨，气温下降明显。

牢记总书记嘱托，决胜滩区迁建
◆本报大型系列融媒体报道在全省激起强烈反响 ◆首期阅读量超4500万人次

滩区38年：两张全家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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