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兖州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为指引，围绕“提升年、显效年”的总要

求，紧扣“全省进位次、县域当排头、率先达

小康”的目标定位，按照“一二三四五”的发

展思路，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更大力度

推进工业经济、城乡建设、现代服务业、现代

农业、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民生事业“七大

突破”，打好转方式调结构攻坚战，做好创新

社会治理大文章，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打造兖州经济升级版

◆打造全省重要的铁路物流中心

◆建成全国最大的农机装备基地

◆争创全省首批现代水利示范区

2014年，兖州区将紧扣资源型城市转型和
产业调整升级主线，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再造兖州发展新优势。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兖州区将始终把工业
作为立区之本、强区之基，深入实施工业升级
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年内工
业增加值增长12%以上。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
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39项重大技
改项目，完成技改投资90亿元。大力扶持新能
源、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高端装备制造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力争提
高2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
继续实施“十百千亿”企业培育工程，支持大
型骨干企业做强主业、跨行业跨领域发展，抢
占产业和技术制高点。重视高成长型企业发
展，筛选30家企业，在要素保障、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特别支持，促其裂变倍
增、跨越发展。深化全民创业行动，建成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孵化
器”。设立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更多企业
上市，年内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8家，销售
收入过50亿、过百亿企业各1家。高水平修编兖
州工业园区总规、控规，全面优化产业、社区
和公共服务布局。加快医药产业园、华勤意大
利工业城、精细化工园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
集聚一批高精尖企业，着力打造高端、特色
“园中园”。

提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设立1000万元发展
引导资金，集中培育一批重点镇街、园区、企
业和项目，带动服务业发展全面增速提质，年
内新增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30家，服务业占比
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围绕兴隆文化园建成开
园，完善配套交通、酒店、娱乐等服务设施，
加强与知名旅游公司合作，融入精品旅游线
路，彰显兖州独特的旅游品牌。鼓励各类资本
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搞好文化产品挖掘开发，
培育一批传媒演艺、文化创意等有实力的文化
企业。加快多式联运物流园道路、管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积极引进中外运等知名物流企业，
争取设立直通监管场站，更好地发挥公铁联运
优势，打造全省重要的铁路物流中心。全力加
快中国农机城建设，积极引进福田雷沃、纽荷
兰、爱科等知名品牌，打造全国最大的农机装
备基地。加快建设金融中心，推进农信社改农
商银行，规范民间融资，加强银企合作，深化
“金融诚信建设年”活动，力争再引进2家商业
银行。着眼消费热点，加快发展养老、健康等
新型服务业态。

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按照农业要强、农
村要美、农民要富的新要求，兖州区将把握现
代农业发展规律，引导更多先进生产要素投向
“三农”。鼓励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
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

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年内新增土地流转面积2万亩、家庭农场20
个、农民合作社30个。深化农村改革，稳妥搞
好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试点。大
力开展高产创建，推广小麦玉米一体化新型种
植模式，确保粮食稳产高产。高起点规划建设
国家级农高区，更好地发挥研发和示范带动作
用，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观光
农业和都市农业。实施农业龙头企业培植提升
工程，创建更多基地型、集团化、链条式龙头
企业。鼓励发展订单农业，积极推行农业标准
化生产，整建制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建设。
加强农机农艺配套，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加
快农机更新换代。实施6000亩高标准农田和3万
亩高效节水灌溉试点项目，争创全省首批现代
水利示范区。

建设宜居新区美丽兖州

◆打造“半小时交通圈”，对接济宁形成

同城效应

◆打造30个保留乡村风貌、体现地域特色

的标准化示范村

◆实施蓝天、碧水、增绿、节能减排四大

工程

2014年，兖州站在济宁都市区的高度，更
大空间展开发展布局，更高水平提升质量内
涵，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年内
城镇化率提高2个百分点。努力建设天蓝地绿、
生态宜居的“美丽兖州”。

积极对接济宁都市区布局。完善提升城乡
总体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加快贯通104省道改
线工程，配合做好济宁北二环东延，规划沿府
河、泗河连接任城、高新区的快速通道，科学
布局城际公交、BRT快速交通线路，打造“半
小时交通圈”。加快西城发展，实施荆州路贯
通、丰兖路西延等路网工程，搞好锦绣城、财
富新天地等重点片区开发，推进城市建成区西
扩。跨泗河展开城市布局，科学搞好泗河以东
和兴隆庄镇规划建设，打造东南生态新区。

提升城市发展内涵。启动南护城河等片区
改造，继续推进棚户区和老旧社区改造，提升
水电气暖等公共设施，搞好主干道路沿街建筑
立面改造提升，逐步实现老城换新颜。实施南
护城河路、中御桥路、文化东路改造和滨河路
南延、东御桥北路贯通工程，进一步畅通城市
路网。实施中水调水、府河防渗改造工程，高
标准规划建设泗河景观带，塑造碧水环绕、城

水交融的城市景观。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规划
建设，重拾历史记忆，保护文物遗存，充分展
现兖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发挥数字化城市管理
平台作用，综合施策解决城区交通拥堵问题。

加快镇村建设。实施镇驻地基础设施、生
活居住、公共服务提升工程，着力打造功能完
善、环境优美的小城镇。积极推进农村新型社
区建设，再打造3 0个保留乡村风貌、体现地
域特色的标准化示范村。加快天然气、热力、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向镇驻地、农村社区延
伸，继续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改造5 0公
里农村公路，建设红星输变电工程，进一步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施美丽乡村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规
范化。

改善生态环境。深入实施生态兖州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蓝天”工程。严格落实分阶段
逐步加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把新上项
目准入关，坚决杜绝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继
续推进工业企业“退城进区”，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推行清洁生产，坚决取缔露天粉煤灰厂
和城区燃煤小锅炉，全面推行清洁能源和园区
集中供热。持续开展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加强工业异味、汽车尾气、城市扬尘、秸秆焚
烧等专项治理。同时启动“碧水”工程，建设
北护城河、九州路、荆州路、北环城路污水管

网，突出抓好工业废水治理、城乡污水处理和
农村面源污染防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确保水质安全。
在此基础上实施“增绿”工程，持续开展大规
模植树造林，突出抓好镇村、通道、水系、裸
露地等重点绿化工程，再规划建设一批公园绿
地，继续推进老城扩绿、新城增绿、滨河配
绿、沿路植绿、庭院透绿，年内林木覆盖率和
城区绿化覆盖率分别提高到33%、42%。实施节
能减排工程，严把新上项目准入关，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编织公平完善民生幸福网

◆落实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正常增长机制

◆完成城乡医疗保险并轨

◆建成“10—15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

◆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

2 0 1 4年，兖州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
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化提升
民生保障“十大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区人民。

让收入更快增长。坚持以创业促就业、以
培训促就业、以政策促就业，健全城乡就业服
务网络，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
力、城镇困难人员和退役军人就业，努力为每
一个有就业需求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年内
新增城镇就业7 5 0 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000人。探索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和正常增
长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让生活更有保障。坚持全覆盖、保基本、
多层次、可持续，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救助、农
村五保供养标准，及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待遇，落实居民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正常
增长机制，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人每
月95元，增加城乡低保家庭80—99岁老人养老
补助。编制完成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加快老年
活动中心建设，实施敬老院升级改造工程，加
快推进社会福利中心二期工程建设，推广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建设一批日间照料中心和
村级互助养老院。建成怡和花园、西顺河保障
性住房，再建设360套公租房。

让教育更好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继
续抓好校舍改造工程，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办学条件标准化。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优化
教育布局，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方便城乡居
民子女就近入学。完善教师补充和交流机制，
重点向农村倾斜。规范发展学前教育，加快建
设职教中心，积极创建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让医疗更加优化。健全城乡卫生一体化服
务体系，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增加大
病种类，提高报销比率，完成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和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并轨。建成启用人
民医院新院，加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
卫生院建设。完善“先看病后交钱”医疗服务
模式，开展“保健医生进农户、医疗专家进乡
村”活动，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让文化更多惠民。建设综合性市民文化服
务中心，完善镇街文化站、村文化大院设施设
备，建成比较完善的“10—15分钟”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圈。继续办好“群众大舞台”，力争
让每个村居都有群众文化队伍和文化活动场
所。启动首届“双曜”文艺奖评选，鼓励支持
文艺精品创作。继续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
都精彩”群众文化活动，常态化推进村居“一
年一场戏、月月有电影”等文化惠民工程，不
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让社会更为和谐。借鉴“枫桥经验”，以
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协调解决群众利益诉
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

2014，兖州开启新征程

2 0 1 3回眸观“点点点点点”

经典集团加工车间永华机械装配车间

人民医院新院 泗河九州大桥

2013年，面对极为少有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兖州
坚持“跨越发展、争先进位”总基调，全面展开“一二三
四五”思路布局，全力以赴稳增长，坚定不移促转型，统
筹一体抓建设，不遗余力惠民生，克难攻坚，拼搏实干，
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预计全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572亿元、增长13 . 1%，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6 . 5
亿元、增长13 . 5%，固定资产投资222亿元、增长25%，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73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383

元，分别增长15 . 1%、15 . 2%。县域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省
第19位，在济宁市四次科学发展现场观摩中始终保持县市
区第一名。

◎◎ 亮亮点点之之工工业业经经济济——奏奏响响强强音音

成功举办“百家名企走进兖州”经贸洽谈等招商活
动，集中开工4批重大项目，全年签约总投资340亿元的64
个亿元以上项目，实施过亿元项目138个，利用区外国内
资金72亿元，到位外资1 . 6亿美元。医药产业园、多式联
运物流园、华勤意大利工业城、精细化工园、中国农机城

五大特色产业园强力推进，农机产业被认定为省级中小企
业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79家，实现销售收
入1236亿元、增长12 . 2%。

◎◎ 亮亮点点之之城城乡乡面面貌貌——改改观观一一新新

实施了55项城建重点工程，九州大桥及高铁连接线、
体育中心、人民医院新院等31项全面竣工，新建改建君临
健身公园等26处公园绿地，新增城市绿化面积218公顷，
顺利通过“省级园林城市”验收。深化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建成标准化示范村50个。建成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被确定为“全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先进区”。

◎◎ 亮亮点点之之民民生生答答卷卷——满满载载温温暖暖

公共财政民生支出22亿元，占总支出的55%。居民养
老、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标准持续提高，建立了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建成启用社会福利中心和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中心。投资1 . 1亿元新建改造10处中小学和11处
公办幼儿园，投资1400万元实现义务教育学生课间营养餐
全覆盖。“一月一主题、月月都精彩”群众文化活动深入
开展，被评为首批“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

在全省率先实现幼儿园儿童免费查体 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

10
电话：（0531）85196701 Email:dzad@dzwww.com

2014年1月17日 星期五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