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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生产总值52186 . 01亿元，同比增长1 . 9%

前三季度山东经济运行实现“三好”

金秋送爽，金都田野处处摇曳
着幸福的希望。产业兴旺、产村并
进的示范村，一批接着一批；田间
地头挥洒热血的人才，一茬接着一
茬；引人入胜的乡村文明之花，一
朵接着一朵；鸟语花香的美丽宜居
乡村，一片连着一片；强战斗力的
乡村组织，比比皆是。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是乡村
振兴路径。推动“五大振兴”，招
远市落实市镇村三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责任制，制发市委一号文件，加
大资金支持，努力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的招远篇章，全力让农业强
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
来。

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产业兴
旺。以现代高效农业为依托，招远
市毕郭镇吴家村产村并进、农旅结
合，走出一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果韵桃源、惬意悠然、耕读田
园、回归自然”的乡村振兴之路。

吴家村以农耕文明为魂、以美
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为基、以
创新创意为径、以村落原貌为形、
以现代农业园区为平台和载体，将
生态、文化、创意、观光、体验、
养生、教育等业态融为一体，打造
出集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手工
艺品制作、科普教育、研学培训、
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休闲
农业园区。

从一个小山村、一家民办油漆
厂起步，到辖5家企业的三联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大户庄园和南海
林苑两个农业品牌，年上缴税收
900万元。招远市金岭镇大户陈家
村深度参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
综合发展能力，走出了一条三产融
合发展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道路。

在招远，像这样的产业示范园
一批接着一批。以发展农村经济为
支撑，招远市不断打造硬实力乡村
产业。立足招远资源禀赋和全市发

展大局，实施“四动战略”“十六
项工程”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完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打造省
级农业科技园1处，新增省级农业
“新六产”示范主体1家、省级农
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2家、烟台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实施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
推进试点，累计注册农民合作社
1682家。累计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国家级4家、省级23家、烟
台市级30家。累计培育国家级、省
级、烟台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家、9

家、15家。全力推进电子商务扶贫
攻坚，建成辐射20余村、日均派单
500件的菜鸟物流招远服务中心，
实现全市贫困村电商扶贫培训全覆
盖。

打好人才“育引留”组合拳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支撑。
招远市坚持打好“育引留”组合
拳，着力破除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

牢牢抓住农业科技主动权，与
省农科院合作，利用3年时间，选
派专家100人，投资1亿元以上，打
造10个左右单体示范样板。目前，
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齐世军率
领的第一批5人工作组及14名专家
已进驻招远。

发力乡村人才招引，设立撬动

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补助资金，鼓
励回乡人才与村党组织合作创办股
份制合作社。新增院士工作站 1

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5名基层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考选42名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基
层工作。结合乡村产业发展需求，
争取省农科院19名专家以脱产和半
脱产形式分别挂职科技镇长、企业
副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

强化乡村人才培育。开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学员跟踪服务和实地
指导30场次、线上培训和技术交流
1200人次，组织引导学员运用今日
头条等新媒体发表农业相关文章
300余篇。组建农民技术服务队，
下乡指导村户修剪果树2000多亩。
实 施 基 层 农 技 推 广 人 才 定 向 培
养，围绕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急需
紧缺专业，申报确认2020年度基层
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公费农科
生 )计划12名。实施乡村人才培训
平台建设工程，建成农业“新六
产”新农人培训基地1处，启动创
建大户陈家乡村人才技能培训基地
建设。

试点职业农民职称制度，培养
农民农艺师10人。建立健全基层职
称评聘制度，坚持职称“设岗比
例、评审指标、评审通过率”向农
村倾斜，累计聘任乡镇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392人。

把文化振兴“种”进百姓心里

一村一风景，一墙一课堂。为凝
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招远
市深入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
把文化振兴“种”进百姓心里。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支
撑。招远市以724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为依托，实行“联、驻、包”
制度，建立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队
伍5支、镇级14支、村级724支，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点747个，开展
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2 0余场
次。累计打造文明村省级29个、烟台
市级36个、招远市级620个，覆盖率达
93%；挖掘十余名基层百姓入选“金
都好人”，1户家庭被省妇联授予“山
东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聚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镇级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对公众实现
无障碍、零门槛开放。严格落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高质量配
备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场
所，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利用场馆和
基地开展传承和传播活动。组织开
展送戏下乡活动30场、演出覆盖行
政村80个，将《老房》《早日捷报
送瘟神》等优秀戏曲剧目5部上传
省演艺集团平台、烟台市市民文化
节平台，让百姓足不出户欣赏优秀
戏曲剧目。

打造“高颜值”乡村环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和财
富。

为留住乡村的鸟语花香，招远
市加速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全
力打造大秦家“招莱古道、生态长
廊”和金岭“金米银丝、岭上风
情”示范片。以“全力打造美丽宜
居乡村升级版”为目标，利用两年
时间，规划总投资7000余万元，聚
拢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优势，多层
次、多维度展现“红、古、绿”的
大秦家“五彩”近郊示范片、金岭

美丽田园示范片。
实现农村美，还要直面基础设

施短板，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招远
市组织开展村容村貌巩固提升系列
活动，督导检查村庄217个，拍摄
问题照片2 0 9 7张，完成“残垣断
壁”清理5 6处，清理清运生活垃
圾、畜禽粪污等6 . 5万余吨。拆除村
内私搭乱建等各类违章建筑共202

处、15672 . 5平方米。完善提升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淘汰垃圾
池3 5 7个，新增移动式垃圾桶7 6 0

个，更换地埋式垃圾箱53个，累计
转运生活垃圾4 . 2万余吨，污水186

车，做到“日产日清”。筛选确定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16个，
逐步实现垃圾源头减量化。提高农
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26个村庄
完成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幸福新村全靠“车头带”

走进绿树掩映的温泉街道横掌
赵家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欣欣向
荣的景象，勾勒出这个幸福新村美
丽动人的画卷。

“要想火车跑得快，得靠车头
带。俺村的新变化和党的惠民政策、
村‘两委’干部的辛勤付出分不开。”
脱贫户徐彦洪介绍，村里帮助她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找到了果树种植
的工作，月收入1000多元，有了稳
定收入，成功脱贫摘帽。

招远市以强化基层党建为基
础，全力打造强战斗力乡村组织。
抓好党建融合发展区党委实体化运
行，深入推动公共服务事项下沉，
探索构建“1+N”全服务体系，通
过不断强化联户党员管理，进一步
提升了农村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以党建融合带动服务融合、产业融
合、人心融合。

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拓面提
质增效。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
发展、运行实行全过程指导，全面实
施章程审核、项目论证、财务管理等

“六统一”制度，制定出台了《促进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十问
十答”》《关于在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融合发展区构建“1234”体系推
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等制度文件，以制度促
规范。截至目前，全市共发展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名录271家，辐
射带动全域集体经济提升。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招远
这片希望的田野正释放深藏的能
量，奏响“强、富、美”新乐章。

三级书记抓，资金有保障

高品位振兴，扮靓招远希望的田野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于宏伟 李栋

美丽的招远田园风韵。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姬
飞燕）10月20日下午，山东省人民
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由省政府新
闻发言人和省发展改革委、省商
务厅、省统计局负责同志介绍我
省2 0 2 0年前三季度经济社会运行
情况。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省政府新闻发言人于成河介绍，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
影响，我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 全 面 做 好 “ 六
稳”工作，认真落实“六保”任
务，扎实推进八大发展战略和九
大改革攻坚行动，前三季度全省
经济运行向常态化方向发展，总
体呈现全面恢复、稳步回升、逐
渐向好的特点，好于上半年、好
于全国平均水平、好于预期。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显示，
前三季度我省生产总值52186 . 01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 . 9%，比上半年提高2 . 1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743 . 15

亿元，增长1 . 6%，比上半年提高0 . 7

个 百 分 点 ；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20171 . 16亿元，增长1 . 8%，比上半
年提高2 . 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
值28271 . 70亿元，增长2 . 0%，比上
半年提高2 . 1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农业生产形势向好，夏粮再创

新高，秋粮丰收在望。前三季度，
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078 . 1

亿元，同比增加321 . 0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增长2 . 0%，比上半年提
高0 . 7个百分点。夏粮喜获丰收，单
产总产再创新高，总产连续两年稳
定在2500万吨以上。预计全省秋粮
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呈“三增”
态势，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工业生产加快恢复，高技术制
造业保持较快发展。前三季度，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 . 9%，比上半年提高3 . 0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实现增加

值增长6 . 8%。智能行业及产品增势
强劲，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业、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制造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24 . 7%、19 . 3%和
14 . 6%；服务器、智能电视、半导
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圆片等高端
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4 3 . 8 %、
26 . 4%、15 . 0%和36 . 9%。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好转，经济效
益明显改善。

服务业降幅收窄，新兴服务业
增势良好。1-8月，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 . 3%，降
幅比上半年收窄2 . 1个百分点。其他
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 . 9%，
连续4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长7 . 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
长4 . 4%。

消费市场逐渐回暖，线上消费
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9960 . 4亿元，同比下
降4 . 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5 . 0个百

分点。其中三季度增长5 . 2%，季度
增速由负转正。前三季度，全省限
额以上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 . 9%，高于限额以上零售额19 . 4个
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食品饮料、
服装类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4 . 8%

和15 . 9%。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
外卖送餐服务收入增长80 . 4%。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向好，高技
术产业和民生保障投资力度增强。
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2 . 7%，增速比上半年提高1 . 4个
百 分 点 。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3 . 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 7 . 7 %和
5 . 4%。民生保障领域投资增长较
快，其中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
娱 乐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 8 . 1 % 、
41 . 6%、35 . 3%和11 . 2%。

外经外贸势头良好，贸易结构
继续改善。前三季度，全省货物进
出口总额15563 . 3亿元，增长4 . 2%。

其中出口8923 . 6亿元，增长10 . 0%；
进口6639 . 7亿元，下降2 . 7%。贸易
结构继续优化。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前三季
度，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3 . 9%，涨幅较上半年回落0 . 5个百分
点。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下降 2 . 1 %，其中 9月份同比下降
2 . 4%，降幅较上月扩大0 . 2个百分
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
稳定增长。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
业93 . 9万人，同比减少13 . 5%，降幅
比上半年收窄7 . 1个百分点。城镇登
记失业率3 . 1%，同比下降0 . 2个百分
点。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4920元，同比增长3 . 2%，比
上半年提高1 . 3个百分点。分城乡
看，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676元，同比增长2 . 5%；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080元，增长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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