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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戎
宁）1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2020年经济
社会运行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显示，2020年全年我省生
产总值73129 . 00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3 . 6%。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新闻
发言人于成河介绍，2020年，我省
经济运行呈现全面恢复、回升向好
的态势，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
平、好于预期。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5363 . 76亿元，增长2 . 7%；
第二产业增加值28612 . 19亿元，增
长3 . 3%；第三产业增加值39153 . 05

亿元，增长3 . 9%。三次产业结构由
上年的7 . 3：39 . 9：52 . 8调整为7 . 3：
39 . 1：53 . 6。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粮食产量
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总产量
5446 . 8万吨，比上年增加89 . 8万吨，
增长1 . 7%，总产量始终位居全国前
列。粮食单产实现新突破，全年亩
产达到438 . 5公斤，比上年增加8 . 9

公斤，增长2 . 1%。畜牧产能持续恢
复。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21 . 8万
吨，比上年增长3 .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
造业增势良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 . 0%，其中12月
份增长9 . 2%，连续5个月保持9%以
上的增速。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
股企业增加值增长3 . 5%；股份制企

业增长4 . 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增长7 . 4%；私营企业增长7 . 1%。
分三大门类看，采掘业增加值增长
2 . 8%，制造业增长5 . 7%，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 . 3%。
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实现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9 . 8%，增速高于规模
以上工业4 . 8个百分点。

服务业加快恢复，新兴行业增
势强劲。1-11月，规模以上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入 7 5 7 0 . 5亿元，增长
2 . 6%。从行业看，32个行业大类中有
17个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
达到53 . 1%；行业向好面达到62 . 5%。
从企业看，3912家实现营业收入增
长，增长面为49 . 3%。以高技术服务业
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发展态势良好，

对服务业带动作用增强。1-11月，
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 . 7%，
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9 . 1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高端消费
加快升温。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9248 . 0亿元，与上年持平，其中
四季度增长11 . 2%，步入快速增长通
道。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23671 . 8亿元，比上年下
降0 . 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576 . 2亿
元，增长1 . 4%，快于城镇1 . 7个百分
点。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3129 . 1

亿元，比上年下降 6 . 2 % ;商品零售
26118 . 9亿元，增长0 . 8%。全年实现网
上零售额4613 . 3亿元，增长13 . 8%。升
级类商品销售保持快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向好，高技

术产业和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增强。
全 年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比 上 年 增 长
3 . 6%。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3 . 1%，工业投资增长8 . 1%，工业技
改投资增长17 . 6%，制造业投资增长
7 . 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 . 7%。高
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 . 6%，占全部投
资的比重为8 . 3%，比上年提升1 . 2个
百分点。民生保障领域投资加大，
社会领域投资增长11 . 8%。

外经外贸好于预期，贸易结构
继续改善。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2009 . 4亿元，比上年增长7 . 5%，其
中出口13054 . 8亿元，增长17 . 3%；
进口8954 . 6亿元，下降4 . 1%。进出
口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市第6位，增
速在全国进出口前10位省市中位列

第4位。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般
贸易进出口增长9 . 6%，占同期全省
进出口总值的68 . 5%。机电产品出口
增长19 . 2%，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2 . 8%。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可控，工业
生产者价格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
格比上年上涨2 . 8%。全年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 . 9%，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2 . 5%。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
稳步增长。城镇新增就业 1 2 2 . 7万
人，超额完成全年1 1 0万人的目标
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3 . 1%，比上
年下降0 . 2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6元，比上年名
义增长4 . 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1 . 3%。

增长3 . 6%，2020年山东经济成绩单出炉
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好于预期

“大娘，今天身体还好吗？有
啥困难就给我们说。”1月16日中
午，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派驻大王
庄镇龙亭峪村第一书记郭能强和乡
村医生于运友一起来到村民李玉英
家，为她送上平时服用的降压药
物。今年80岁的李玉英，因老伴大
病致贫，她自己又患有高血压等慢
性病。为此，郭能强为她申请了低
保，还安排了慢性病免费用药、体
检服务，解除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在莱芜，像这样的帮扶故事有
很多，像李玉英老人一样享受照护
的贫困户在很多村都有。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为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济南市莱芜区创新基

层管理方法，推行六级联动体系，
区级领导带领79个行业部门包挂镇
街，镇街干部包村，村里党员包
户，并选派166名第一书记、3956名
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对贫困户因户
施策帮扶。目前，莱芜区79个省贫
困村、11806户贫困户、19153名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摘帽”。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莱芜区扶
贫办负责人刘雷说，为持续巩固脱
贫成果，莱芜区还建立了存在返贫
风险脱贫户台账，及时动态调整，

“脱贫攻坚与低保、临时救助有效衔
接，兜牢了民生底线。”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一步脱贫易，稳定脱贫难。
在莱芜，积分制扶贫服务体系

已形成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长效
机制。“积分兑换的生活用品，平
时基本够用了。”在莱芜区雪野街
道办事处富家村积分超市里，正在
用积分兑换洗衣粉的村民李庆呈
说。今年61岁的李庆呈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被纳入了低保，村里还安
排他维修全村自来水管。“这是扶
贫专岗，除了领工资，平时干的活
还给积分。”李庆呈说。

“有了积分就有了目标，能激
发出贫困户靠自己劳动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刘雷说。全区贫困户
累计参与积分兑换7 . 47万人次，物
品总价值308万元。

同时，莱芜还为2756名贫困人
员开发扶贫专岗，月补助额4 1万
元。“我们还设立了孝善扶贫基
金，贫困户子女累计缴纳赡养金
4114万元，发放补贴1132万元，惠
及贫困老人2 . 5万人次。”刘雷说。

相比“输血”式帮扶，莱芜更
加重视产业扶贫。“过去冬闲窝在
家里烤炉子，现在村里有了大棚，
我就能打工挣钱，一年收入一万多
元，再加上村集体的分红，生活上
没有一点问题了。”莱芜区茶业口

镇西嵬石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自从
2016年利用扶贫资金建起蔬菜大棚
后，贫困户陈家庆家的日子一天天
好起来。

莱芜区通过延长乡村产业链
条、壮大优势特色产业等一系列举
措，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产业。“2016年
以来，全区各级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4 . 1亿元，实施转移就业、特色带动、
兜底保障等扶贫项目305个，实现项
目收益3035万元，用于村集体公益事
业634万元，2020年贫困人口人均项
目收益1500元。”刘雷介绍。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寒冬时节，站在西嵬石村东，
远远望去，只见30个高温大棚一字
排开，颇为壮观。

从欠债累累的省级贫困村，到
2020年实现集体收入80万元，户均
增收2万元，并获得山东省第二批
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国家森林乡
村等荣誉称号，西嵬石村只用了不
到5年时间。“是专项扶贫资金奠
定了村庄发展的基础，实现了从依
靠‘输血’生存到自身‘造血’的

发展转变。”西嵬石村党支部副书
记陈传刚说。

原来，西嵬石村多年来一直摘
不掉贫困村的“帽子”，全村345

户、875人，脱贫享受政策的就有
112户、193人。2016年以来，当地政
府招引能人回村，组建起新班子，
成立牛头山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利用扶贫专项资金382万元，流转土
地200余亩，建起了30个扶贫大棚，
不仅让全村的贫困户全部脱贫，还
带动周边9个村的777户1385人脱贫
增收。

“村庄有了产业，村集体就有
了收入，既可以托住贫困户，又能
成为村庄发展的助推器。”陈传刚
说，西嵬石村还依托这些果蔬大棚
发展起乡村旅游。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在莱芜，
有很多村都像西嵬石村一样，在多
方扶持下，从贫困村蝶变为乡村振
兴示范村、样板村。“全区将扶贫资
产确权到村，全面监管，省市贫困村
集体项目收入均确保在 5万元以
上。”刘雷说。莱芜区还通过壮大优
势特色产业，打造了61家市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发展家庭农场310家、农
民合作社1438家，创建国家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10个、示范镇5个，全区近
70%的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农村大众报记者 石鹏志

本报济南讯 10190 . 6亿元！记
者从山东省统计局获悉：经国家统计
局确认，2020年，山东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成为全国首
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的省份。

以约占全国6%的耕地和1%的淡
水，生产约占全国8%的粮食、11%的
水果、12%的蔬菜、13%的水产品，
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
兴的齐鲁样板”的殷殷嘱托，坚定扛
牢农业大省责任，农业现代化之路越
走越宽广。

科技兴粮打开新局。山东过去5

年来建成高标准农田6113万亩，全省
粮食产量连续7年达到千亿斤以上。

良种培育成果显著。山东省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由2016年的61 . 8%

提高到目前的64 . 56%。
设施农业蓬勃发展。寿光大棚蔬

菜种植技术已历经7次迭代，走进全
国20多个省区市。

产业融合拓展空间。目前山东已
建设海洋牧场7 . 9万公顷，2020年综
合经济收入超过2500亿元。

全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3万余
家；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2 . 4万家、
家庭农场8 . 3万户，均居全国前列；
率先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一
系列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激发山东农
业动力增强、活力释放，综合生产能
力迈上新台阶。 （据《人民日报》）

山东农业总产值首超万亿元

贫困村变身示范村样板村
济南市莱芜区：书写脱贫答卷，接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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