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政府印发了《滨州市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
年，实现生态建设走在前列，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成效显著，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持续减少，重点河湖水质明显改善，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规划》总结了全市“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成效，分析研判了新时期滨州生态文明建设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了环境治理、应对气候
变化、环境风险防控、生态保护等4方面的25项主要
指标。明确了11大项重点任务，包括深化“四减四
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升水
生态环境等。

■“数说”滨州这5年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赵建秀

　　春节假期结束，2月10日晚，在滨州市人才
公寓“青鸟驿站”，记者见到该市面向清华大学
定向选聘的优秀毕业生侯沁莲时，她正在与老
公刘永斌一起打扫卫生。他们从老家返回了工
作的城市，投入到新一年的生活和工作中。
　　这是他们来到滨州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二
天，两人照例8：00从人才公寓出发，8：30开始
上班。
 　侯沁莲与刘永斌是一对“90后”夫妻，一个
来自山西晋城，一个来自泰安，都是清华大学医
学部的硕士研究生。侯沁莲毕业于清华大学医
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刘永斌

毕业于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所
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
  2020年7月，他们携手来滨工作，成为滨州
启动“双进”工程以来，万余名“新滨州人”中的
一对。侯沁莲就职于滨州市疾控中心，刘永斌
就职于滨州市科技局。这印证了滨州真金白银
的付出“开花结果”，滨州正成为各类人才向往
的“智者智城”。
　　“2020年底，我被临时抽调到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负责出专报。”2月
11日，刘永斌来到办公室后，先是打开内网电
脑，检查是否有新的会议通知及督导文件，随
后登录邮箱，接收各县区报送的督导发现问题
台账材料。材料齐全后，他开始统计前一天的
督导工作数据，报送给指挥部专家组，并对督

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形成
专报。
  侯沁莲则一到岗就打开电脑，整理起了
自己对滨州市医养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些思
考。一起奋斗是两人在学生时代就达成的
默契。
　　2021年，侯沁莲与健康产业科的同事一
起，对滨州医养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实地走访7个县（市、区）的10家医疗机构和48
家企业，看到了滨州医养健康产业的现状。她
希望在老年医学和养老等方面，能探索到一些
体现滨州特色的东西。
　　收获事业的同时，两人也有了自己的小
家。2020年10月，侯沁莲和刘永斌参加了滨州
市为来滨青年人才举行的集体婚礼。如今，二

人不但解决了户口问题、拥有了稳定的工作，
买房时住房公积金还可贷款100万元。
　　“来滨后最直接的感受是生活从容了，下
班后的时间是自己的，不用像在北京的时候把
时间花在通勤上。”这让小两口很快融入了这
座城市，适应了“新滨州人”这个角色。“很感谢
滨州的人才引进政策，让我俩能在一个城市上
班。滨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硕博优选计
划’、‘双一流’选聘、清北招聘等一系列面试招
聘，都为滨籍和非滨籍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机
会，体现了滨州尊才爱才、惜才重才的态度。” 
　　在“青鸟驿站”，侯沁莲还认识了一位老乡，
也是从家乡山西来到滨州，为寻找一份安心并
能实现理想抱负的工作。“青鸟驿站”已然成为
毕业学子们入职滨州的“青春首站”。

“青鸟驿站”打造助力人才留滨第一站

清华硕士夫妻的“新滨州人”生活

五年GDP平均增长5.0%，产业结构完成向“三二一”转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

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开启新征程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康凯 景敏 
         镭华 方仪

　　滨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从确保提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
平的小康滨州，再到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发
展路径越来越清晰。五年来，滨州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发生结构性、趋势性、关键性变
化，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巩固成势、塑成胜
势，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开启了新征程。
　　主要指标争先进位，综合实力成色更足。
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滨州市
委、市政府科学应对、精准施策，不断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档升级，质量效益大幅提升，综合实
力跃上新台阶，2021年实现全市生产总值
2872.11亿元，同比增长8.3%，五年平均增长5.0%。
　　五年来，滨州市产业结构完成由“二三
一”向“三二一”的转变，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
2017年的9.98：45.89：44.13调整为2021年的9.7：
42.2：48.1。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上升到46.8%，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
 　2021年滨州市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1566元、20539元，比
2017年分别增长26.3%、37.8%，农村居民收入
增幅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为2.02，比2017年缩小0.19。
　　新旧动能转换提速，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五年来，滨州市坚持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展动力从要素拉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工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49
家规上企业）同比增长9.3%，列全省第12位，
五年平均增速3.8%，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9090.3亿元，其
中，年营业收入超过50亿元的企业达到43家，
比2017年增加16家。
　　五年来，滨州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大项目，发展新
项目，培育产业集群，打造全产业链条，新的
增长点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2021
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8.03%，占全
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41.99%，比2017年提高
14.6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
比重达到17.4%，比2017年提高12.9个百分点。
　　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五年来，滨州市聚力
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
能减煤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以来全市单位
GDP能耗降幅均高于全省，年均下降4.74%，比
全省年均降幅多0.42个百分点。随着全市能耗
强度的大幅降低，能耗总量在全省的比重也呈
下降趋势，2020年，滨州市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省
的12.85%，比2016年降低0.93个百分点。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滨州市不断推动工业
绿色转型，大力优化能源供应结构，积极开发
利用新能源，电力生产结构持续优化，燃煤发
电量比重下降，新能源发电高速增长。2021年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39.25亿千瓦时，
比2016年增长415.13%；新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
量的比重为3.65%，比2016年提高2.97个百分点。
　　服务业实力显著增强，新动能迸发新实
力。随着滨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
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大，服
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加大，成为拉
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2021年滨州服
务业经济总量达到1380.80亿元，增长8.6%，快
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五年年均增长6.5%，
快于第二产业2.6个百分点。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21年1-11月，滨
州市330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20.4%，五年平均增长8.2%。从效
益看，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12.4%，五年平均增长17.5%；营业收入
利润率为6.8%，较2017年提升1.6个百分点，经
营效益持续改善。
　　消费扩容提质，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2021年，滨州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23.34亿元，是2017年的1.3倍，同比增长14.7%，
五年平均增速达6.8%。
　　对外贸易跃上新台阶。进出口贸易规模
稳步扩大，全市进出口贸易总体上保持稳定
增长。2021年，实现进出口总额1023.1亿元，
首次迈上千亿元台阶，比2017年增长152.4%，
五年平均增长11.9%。其中，出口额462.1亿
元，同比增长41.2%，五年平均增长13.3%；进口
额561.0亿元，同比增长13.3%，五年平均增长

10.8%；贸易逆差98.9亿元，为5年以来最低水
平，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利用外资实现较
大发展。2017-2021年，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
接投资12.03亿美元，其中，2021年实际使用外
商直接投资51418万美元，增长42.6%。
　　投资规模扩大，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021年滨州市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3%，五年

平均增长11.5%，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由2017年2.7：59.4：37.9转变
为1.7：50.2：48.1，二次产业投资比重过半，第三
产业投资占三次产业投资比重提高10.2个百
分点。
　　技术改造升级引领工业投资增长，工业
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9.3%（比2017年增长10.4个

百分点），拉动工业投资增长17.9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29.7%。其中，制造业技改投
资同比增长34.0%（比2017年增长6.5个百分
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33.9个百分点，占全
部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89.3%。
　　当下的滨州，朝气蓬勃、活力四射；未来
的滨州，上下同欲、富强可期。

《滨州市“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印发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蔺志磊

　　近年来，滨州市高度重视服务业对稳增
长、调结构、扩内需、增就业的重大意义，聚焦
科创平台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商业
综合体建设运营，加快道路、港口等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显著
增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2021年滨州服务业经济总量达到1380.80

亿元，增长8.6%，高于二产0.6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高于二产11.7个
百分点；拉动全市经济增长4.2个百分点，高
于二产0.9个百分点。服务业已经是滨州市
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贡献者。
　　服务业是稳定就业的主渠道。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2020年滨州市三次产业就业人
员比重分别为23.7%、35.8%、40.5%，服务业就
业比重分别高于二产和一产4.7和16.8个百分
点，已经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

　　服务业是企业新增主领域。2021年末
滨州市实有服务业私营企业90077家，占全
部私营企业的比重为64.8%，五年来数量翻
番，年均增速17.1%。服务业个体经营户比重
达到全部个体经营户的88.1%。
　　服务业成为投资新热点，投资比重逐年
大幅提升。五年来第三产业投资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提升14.0个百分点，年
均提升2.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速度快于二产
7.6个百分点。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康凯 景敏 镭华

　　2021年，滨州市委、市政府统筹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保持稳定
恢复、稳中提质良好态势，基本民生保障有
力，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财政收入逐年提高。
　　五年来，滨州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居民收入水平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
滨州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74元，
与2017年相比，年均增长7.4%。
　　2021年，滨州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9528元，比上年增长16.5%，与2017年相比，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年平均增长8.9%，是居民
增收的重要动力。
　　地方财政实力显著增强。2021年，滨州
财政收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7.31亿

元，5年平均增速6.0%，占GDP比重为10.0%。
财政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不断加大，
2021年滨州市地方财政支出达到478.17亿元，
5年平均增速8.5%。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
2017-2021年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教
育、科学技术、卫生健康支出5年平均增长分
别为17.3%、4.1%、32.8%、8.0%，重点支出得到较
好保证，有力支持了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
发展。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李艳霞 邱静

　　五年来，滨州市聚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实施扩消费促发展策略，全市居民收入
与经济发展相适配、人民更多享有发展红
利，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消费市场规
模进一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逐渐增强。
　　消费品市场总量稳步提升。2021年滨

州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23.34亿元，
同比增长14.7%，高于全市GDP增速6.4个百分
点，5年平均增长6.8%，与全体居民收入增速
基本同步。
　　消费市场主体规模逐步壮大。2021年
底，滨州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
业个数达794家，比2017年增加325家，占全省
限额以上单位数的比重为2.8%，比2017年提
高了0.4个百分点。全市限额以上销售额过
亿元的企业251家，比2017年增加153家。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2021年
滨州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19.3%，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17
年的10.8%提高到2021年的12.3%。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限额以上单位
商品看，5年来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文
化办公用品类、通信器材类、汽车类实现较
快增长，5年平均分别增长2.6%、12.0%、10.9%、
8.4%和1.7%，占限额以上零售额的比重分别
比2017年提升了4.0、1.5、0.4、0.6、7.9个百分点。

2021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2%

2021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74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高于全市GDP增速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刘丽娜 孙祥雷 

　　2017—2021年，滨州市大力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农村经济实力、农业生产高质高效发展取得
积极进展，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21年全市农林
牧渔服务业总产值555.38亿元，比2017年增
加97.4亿元，是2017年的1.2倍，总量年均增

长4.9%。分行业看，2021年农业产值224.20
亿元 ，林业产值 1 1 . 8 3 亿元 ，牧业产值
166 . 10 亿元，渔业产值100 . 65 亿元，服务业
产值52 . 60 亿元，2017— 2021 年各行业总量
年均分别增长4.0%、4.7%、7.3%、2.3%和7.4%。
　　生产结构优化明显。农林牧渔服各业
经济结构由2017年的41.7：2.2：27.4：20.1：8.6优
化为2021年的40.4：2.1：29.9：18.1：9.5。农、林、
渔、服业基本稳定，牧业比重提高明显，进一
步优化了整个农业生产格局。

　　粮食种植比重进一步提升，压舱石作
用更加凸显。滨州市始终把稳定粮食生
产，增加供给作为关系民生的重大战略来
抓，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
重由2017年的87.1%上升到2021年的88.8%。
　　特色果品稳步发展，滨州已形成沾化
冬枣、无棣金丝小枣、阳信鸭梨、惠民蜜桃、
邹平水杏等独具特色的果品产业体系，
2021年全市水果产量78.0万吨，较上年增长
4.0%。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9%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葛肇敏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全国爱卫会通报2021年度
国家卫生城镇复审结果，滨州市一次性高质量通过
复审，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卫生城市。
　　自1992年滨州创建为国家卫生城市以来，已历
经七次复审，连续29年保持国家卫生城市这块“金字
招牌”。一路走来，滨州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市立面明显整洁、秩序井然有序、道路更加畅通、
面貌更加美丽；食品安全得到提升、传染病管理进一
步规范、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
众环境意识和大卫生观念提升，现代化文明城市发
展成效显著。

滨州通过2021年度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高雷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山东乐水现代智慧农业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领
到了邹平市第一本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这标
志着邹平市在继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统一登记后，
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森林、林木所有权登记颁证工作
启动。以往《不动产权证书》仅涉及土地和房屋，林
权类不动产权证书的颁发，将进一步明确不动产的
归属，市场交易效率和安全性大幅提高。
　　据了解，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积极完善
林权档案整理，将林权发证系统的数据内容（图件、
档案、数据）整合至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完善登记
发证条件，入库转库率达100%。该中心积极协调相
关街道，并与果树站、相关基层所等部门对接林权
类不动产登记发证相关工作，为加快推进林权类及
全类型登记业务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日常业务范
畴积累了经验。

邹平颁出第一本

林权不动产权证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苏国娟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海关为滨州亿德福食
品有限公司签发了辖区首份中柬自贸协定原产地
证书。
　　据悉，《中国——— 柬埔寨自贸协定》于2022年1月
1日正式生效实施。根据该协定，中、柬双方相互给
予对方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税目比例达到97.5%和
90%，这是双方迄今所有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最高水
平。“中柬自贸协定实施后，为企业带来了新机遇，订
单量也有所增加。这次我们出口到柬埔寨的6类8项
冷冻蔬菜产品凭借中柬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在柬关
税从7%降到0%，预计可减免关税1.2万元。”滨州亿德
福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滨州海关签发辖区首份

中柬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杜一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山东省总工会命名的第一
批全省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揭晓，全省共12
家单位上榜，滨州工人运动史馆位列其中。
　　滨州工人运动史馆位于市工人文化宫，一楼为
长设展馆2000平方米，二楼为临时展馆（书画展厅）
1500平方米，此前系滨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滨州
市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该馆由中国工人运
动、滨州工人运动史、劳模风采等三部分组成，陈列
了10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80余件复制件、实物及众
多影像资料，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模范在各
个时期的丰功伟绩和时代风采。
　　自2021年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2万余名党
政机关、企事业党员干部、劳模、职工、学生等前来参
观。滨州工人运动史馆已经成为全市各行各业党员
干部、劳动模范、职工群众锤炼党性的重要阵地、接
受精神洗礼的特色窗口、锻造实干作风的生动课堂。

滨州工人运动史馆

被命名为全省

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剑桥 董乃德 刘叶挺 报道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邹平市明集镇298位种粮
大户抓住时机进行春季管理，侧方施肥、麦苗镇压、
节水滴灌，田间呈现忙碌生产景象，确保夏季丰产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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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姜斌 报道
  近年来，滨州市聚力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