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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福 席真 孟庆剑 王忠友

这是一片充满荣光与辉煌的土地。大
运河带来了400多年的繁荣，“江北一都
会”“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历史
仍在回响。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土地。济
郑高铁、京九高铁、聊城机场等一大批重
大基础工程即将开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多个重大区域战略叠加，让这座古城迎来
新的历史机遇。

迈进新时代，东昌府区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
当和进取精神，凝心聚力建设首善之区，
奋力争当鲁西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书写出
瑰丽璀璨的发展新篇章！

经济篇：

“奋进东昌”踏征途

如今，走在东昌府区，整齐明亮的厂
房、如火如荼的建设项目、奋战在生产一
线的工人们……让人真切感受到经济发展
的澎湃动力。今年，在全市重点工作半年
考核中，东昌府区获得高质量发展、营商
环境评价第一名的成绩。

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昌府区(原
县级聊城市，1997年改现名)经济可谓一
穷二白。1949年，生产总值只有2398万
元，财政收入190万元。工业企业更是寥
寥无几，全年工业总产值仅243万元。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东昌府区进入健
康、稳步发展阶段。一幢幢雄伟的厂房和
办公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好项目在东昌大
地孕育、破土、蓬勃生长。

今年上半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
206 . 93亿元，同比增长5 . 4%，总量和增幅
均居全市第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 . 71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4 . 58亿元，财
政收入总量、税收收入总量均居全市第
一。截至7月底，东昌府区90个实施类项
目开工87个，完成投资81 . 23亿元，其中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36个、完成投资38 . 2亿
元。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嘉明智能
制造产业园、明康安托山机电产业园、中
科创新园等特色产业园区初具规模，新能
源汽车及零部件、轴承及保持器、智能制
造三大产业加快整合，在全市成立首支规
模10亿元的中鸿东昌府智造产业基金……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化“放管
服”改革，东昌府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实体大
厅、网上大厅、掌上大厅“三厅”融合，营
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持续扩大开放，狠抓双
招双引。截至目前，引进双招双引十强产业
项目55个，计划实施的意向项目21个，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10 .1亿元。特别是在江北水城
双招双引大会上，成功引进中交集团棚户区
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绿地集团新动能中心
等7个项目，总投资307 . 9亿元，占全市签约
项目总投资的36%。聚焦招才引智，引进专
业技术人员203人，院士、硕博专家21人；申
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齐鲁系列人才”
等16人。

民生篇：

“幸福东昌”有奔头

新中国成立的70年，是东昌府区人民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的70年。从贫穷走向富
裕，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吃得好、穿得
美，从缺医少药到人人享有医保，从有学
上到上好学，从无依无靠到弱有所扶……
行走在鲁西大地，一幅百姓安居乐业、幸
福祥和的民生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1949年，东昌府区城镇职工年平均工
资108 . 5元，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31 . 8元，
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1000万元。截至2018
年底，东昌府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达28336元和13632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实现261 . 5亿元，分别是1949年的
261倍、428倍和2615倍。

东昌府区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做大民生蛋
糕，让群众尽享发展红利。上半年，全区
民生支出达到13 . 3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60 . 7%。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让人民在教育改
革发展中更有获得感，近三年来，东昌府
区累计投入39 . 5亿元，先后实施了解决大
班额问题及教育重点项目三年大会战、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农村学校“全面改
薄”等三大工程，安排学校、幼儿园建设
项目72个、“全面改薄”项目95个，新增教
育用地1135亩，新增建筑面积74 . 67万平方
米，增加班额1080个。目前，主城区1045
个大班额、208个超大班额已全部消除；农
村学校改薄已全面完成，城乡办学条件基
本均衡。扎实推进学校“民转公”，城区
公办学校数量达到47所，主城区初中阶段
民办学校在校生占比降低到21%，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

认真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东昌府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首要政治任务，突破重点难点与构建长效
机制相结合，精准施策大力发展产业扶贫
项目，整合资源强力推进行业扶贫，助推
各项脱贫攻坚工作有序开展。自脱贫攻坚
工作启动以来，全区41个省定贫困村已全
部摘帽，5000余户贫困户20975名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城建篇：

“宜居东昌”新蝶变

“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听全
城”曾是聊城城区真实的写照。新中国成
立初期，聊城城区面积仅有约10平方公
里，改革开放以来，聊城城区框架不断拉
大，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从旧式民房到高
楼大厦，从市井小巷到宽阔大路，美丽东
昌破茧而生。

近年来，东昌府区对城中村进行了大
规模棚户区改造，陈庄、龙湾、望湖、双
庙、北关、王宅、何官屯等数十个高标准
安置区建成启用。今年，又启动了马官
屯、范恭屯等5个片区的征迁工作，涉及
征迁群众5500户、征迁面积100万平方
米，并加快了回迁安置房建设，前罗、付
庄、王卷帽等25个回迁安置区开工建设。
曾经破败的城中村，被环境优美、设施齐
全的城市新社区取代，居民真正过上了城
市化的生活。

为完善中心城区路网框架，东昌府
区大力实施“断头路”打通工程，奥森
路、堤口路于近期通车，电大路、西关
街西延等6条道路加快推进。为提升群
众生活品质，改造老旧小区40个，清理
背街小巷28条。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铁新

城，城市规划设计和产业策划已经完
成，郑济、雄商两条高铁线及聊城高铁
站已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了堂
邑、郑家两个市级示范片区和侯营区级示
范片区建设，堂邑被列入省乡村振兴“十
百千”工程示范镇创建单位。今年以来，
东昌府区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积极发
展农业“新六产”，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全面开
展“平清种增改”工作，9个镇街、101个
村庄完成农村改厕验收，667户C级、D级
危房开工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逐渐显现轮廓。

党建篇：

“红色东昌”筑基业

东昌府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打好
全面从严治党攻坚战，为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
孔繁森、白云、念以新等身边的楷模，做
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
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

选优配强干部队伍。认真落实好干部
标准，推行干部“积分制”管理，健全完
善知事识人机制，实施年轻干部“优选计
划”，注重培养思想解放、敢闯敢试的优
秀年轻干部，果断调整不担当、不作为的
懒政干部，同时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
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
干部撑腰鼓劲。

夯实基层战斗堡垒。实施“146”基
层党建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建设全
面进步全面过硬。从区直单位选派19名科
级干部到后进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抓班子
带队伍，解难题促发展。深化“双建双
增”行动，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
年底前，基本实现所有村集体收入达到3
万元。有序推进“多村一社区”体制改
革，高标准建设第一批11个农村社区联合
党委，推动力量整合、服务下沉、抱团发
展，探索打造乡村振兴党建联合体。认真
做好新一轮“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全面
推开“红旗驿站”建设，在233个城市居
民小区建立“红旗驿站”党支部和工作机
构，建设“红旗驿站”活动场所123处。

大潮奔涌起东方，壮阔七秩看东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东昌府区必将担当
好打头阵、当先锋的历史使命，在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上加速前行，为聊城在鲁西
大地率先崛起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在新的
伟大时代建设富强美丽和谐宜居之区而接
续奋斗！

①水城新姿
②万达欢乐小镇开业
③孔堂城中村改造后的运河新苑小区
④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比赛现场
⑤摩天轮夜景
⑥郑家轴承企业
⑦侯营镇志愿者为老人过重阳节
⑧走秀爱好者展示剪纸服饰
⑨开展“红色基因”传承志愿活动
⑩侯营镇岳庄村油葵盛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全国宜居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

全国国际象棋之乡

中国轴承保持架之乡

中国葫芦文化艺术之乡

中国木版年画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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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在北京召开“东昌府区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同年
入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被首批纳入国家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市、区)

举办首届中国江北水城(聊城)
葫芦文化艺术节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聊城
市，设立东昌府区

学习孔繁森活动在全国展开

京九铁路聊城站铺通

工农业总产值达10 . 25亿元，
成为聊城地区第一个工农业总产
值突破10亿元的县市

开始推行农业联产承包生产
责任制

山东第一座农村有线广播
站——— 聊城县广播站开始播音

筑先县改为聊城县，同年11
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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