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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70亿元。2013
年，寿光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701亿元，同
比增长11 . 2%；实现财政总收入97亿元，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70 . 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
19 . 7%，地方财政收入全省县域第二、税收收
入全省县域第一，财税总量、质量居全省县域
前列。

2、启动智慧寿光建设，成为首批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市。2013年，寿光围绕“深化均衡
发展，打造阳光政府，推进转型升级”开展智
慧城市建设。坚持为市民服务，为经济发展服
务，智慧寿光建设开局良好。目前，寿光市公
共服务平台日趋完善，已涵盖数字化城市管
理、国土资源地理信息、水利、环保、公安视
频监控等多个平台系统，且范围正在不断扩
大，能源网、运筹网等已正式启动。2013年，
寿光成功入围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

3、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工作实现新突
破。2013年，寿光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加
大高科技人才引进力度，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占
比达到37 . 2%，实现了4年翻番。全市列入省、
市调度范围的技术创新项目实现研发投入4 . 9
亿元，“温室节能工程关键技术及智能化装备
研究”等3个科技项目入选国家863计划。“设
施蔬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卤水精细
化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升级为国家级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示范联盟。2013年全省共5家
联盟入围，寿光独占2席。积极推动人才“双
百计划”，目前，寿光拥有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4人，省“泰山学者”6人，“鸢都学者”
和潍坊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20人，与企业合
作的“两院”院士14人，连续3年被评为“山
东省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4、省部共建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
基地落户寿光。2013年4月，农业部与省政府
在寿光签署关于共建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
业基地合作备忘录。11月，农业部与省政府共
同成立种业基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寿
光，提出到2020年培育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蔬
菜新品种120个以上，其中具有突破性新品种
10个以上，初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平台和展示服务
中心。目前，一期占地120亩的育种研发中心
已规划完成，集中承载入驻的育种研发机构，
中国农科院、国家蔬菜工程技术中心、天津德
瑞特等6家科研单位已确定入驻。

5、东斟灌村探索建立基层民主自治新模
式。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构
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
作”的要求，寿光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探索建立
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果菜专业合作社、资金互
助合作社“三位一体”的合作社联合模式。保

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三项权
利”，探索建立规范村务运作“三项制度”，
推动了村级经济发展，维护了群众权利，赢得
了群众支持，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村级发展路子。这一模式得到省委有关领导的
充分肯定，《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
了相关报道。

6、农村安全饮用水实现100%覆盖。为让
农民吃上安全水、放心水，寿光制定了“农村
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战略，确定了
“一网七厂、同源同质、城乡一体”的供水布
局。自2006年起，已累计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中投资6亿元，新建供水厂6座，加压站5
座，铺设管道1100公里，实现日供水能力10万
吨。目前，寿光全市15个镇街区的975个行政
村全部实现了农村集中供水，受益人口88 . 38
万，水质合格率达到98%，获评“全国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示范县”。

7、获评首届“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
2013年，寿光把“文化惠民、服务群众”作为
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年累计投入资金
20亿元，加快完善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体系，建设了覆盖城乡的三个“10分钟
文化圈”。并以此为平台，整合全市各类文化
资源，开通了文化民生直通车，搭建了周末群
众大舞台，举办了第二届群众文艺大汇演，为
全市文艺团体免费配发器材，全年群众文化活
动达2000多场次。2013年，全省“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16件实事工作现场新闻发布会在寿
光举行，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率连续3
年居全省首位。

8、菜博会成为全国3家5A级展会之一。
2013年4月20日—5月20日，第十四届中国(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成功举办，展区总面积扩
大到45万平方米，会期延长为40天，展示菜果
品种2000多个、新技术100多项、新模式30多
种，吸纳参展参会人员216万人次，实现项目
签约额372亿元，贸易额162亿元，菜博会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大。近期，在中国国际贸
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组织开展的评选活动中，菜
博会在资质及认可度、高新技术含量、展览展

示效果、展商观众评价、实现经贸效果五个方
面均获得A级最高级别认定。

9、洰淀湖风景区“开门纳客”，“双王
城生态板块”全面叫响。寿光拿出十分之一的
土地设立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突出“生态、
旅游、文化”发展定位，摒弃一切工业项目，
全面推进生态治理、旅游开发、文化建设。截

至目前，园区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创建
试点区，总投资58亿元的洰淀湖生态湿地等30
个生态旅游项目全速推进。双王城水库成功蓄
水，首届中国(寿光)“水上王城”原生态之旅
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洰淀湖风景区创建成为国
家3A级旅游景区，去年“十一”期间游客突
破10万人次。

10、寿光港首批9个泊位建成运营。2010
年，寿光与龙口港达成合作协议，确定招商引
进龙口港集团建设寿光港，一期工程总投资18
亿元，共建设13个5000吨级码头泊位。2013年3
月中旬，寿光港正式开工码头主体建设，至8
月8日，寿光港正式开港运营，创造了新的
“寿光港效率”。截至2013年底，共有9个泊
位全部建成，其中2个泊位投产仅4个多月，就
实现货物吞吐量100万吨，超过了原来羊口港
几十年才达到的吞吐量。

(□戴玉亮 石如宽 整理)

成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农村安全饮用水实现100%覆盖———

2013年，寿光做了什么？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一个新式大棚年收入15万元

2011年11月，文家街道桑家庄村建成180个
高标准蔬菜大棚。

“一个百米长的蔬菜大棚年收入五六万元
算很一般的。我们的新式大棚，一年收入15万
元以上。”桑家庄村主任桑庆德说。

桑家庄村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对村里
蔬菜种植户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确保了产品
质量。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到16000
元。

在寿光率先发展温室大棚蔬菜的孙家集街
道三元朱村对全村530个大棚进行统一编号，
投资50多万元更新蔬菜检测室设备，聘请5名
专业技术人员专抓技术指导和质量检测，去年
全村蔬菜全部达到A级和AA级标准。农民的
人均纯收入高达17400元。

纪台镇玉皇庙村推广有机沼液，每个蔬菜
大棚配备一个可容纳250公斤液体的沼液灌，
集中使用沼液肥，每个大棚年减少农药化肥投
入2000多元。

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也
打出了品牌。2013年，寿光新建规模化园区75
个，发展家庭农场619家。新注册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5件，总数达到11件，寿光也被确定为
全国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

土地流转带来更多收益

田柳镇王高五村44岁的李建梅家有6口
人，7亩2分地。以前种小麦玉米，“活没少
干，劲没少出，但钱没多挣”。因为种地，李
建梅和老公也不能外出打工。两年前，他们加
入合作社，将自家的地流转出去，每亩可获得
600公斤小麦的补贴，价格按当年7月的市场价
随行就市。老公去附近的工业园上班，月工资
3000多元。她在合作社打工，工资按日计算。
一年下来全家有7万多元的收入。

“就在自己村里打工，赶上家里有事立刻
就能回去照顾，挣钱、顾家两不误，收入还翻

了好几番。”李建梅说。
土地流转，让百姓多了致富渠道。“在获

得土地流转费的同时，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或
外出打工，获得更多收益。”王高五村的王永
强说，他的收入由原先的8000多元增加到现在
的15000元。

2013年，寿光全面推广洛城街道东斟灌村
经验，新流转土地5 . 5万亩。截至目前，全市
753个村参与了土地流转，其中文家街道的桑
家庄、古城街道的安家、田柳镇的王高五村、
洛城街道的东斟灌村、台头镇的北洋头村和南
兵村等6个村实现了土地100%整体流转。全市
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25万亩，土地流转率达到
17 . 7%。

专业合作社让农民省心省力

“肥料和农药由合作社配送，技术有专人
指导，彩椒熟了后直接送到合作社，由他们销
售。”2月19日，东斟灌村正在棚里劳作的宋
国玲对记者说，“加入合作社，不用害怕买着
假肥料和假农药了。技术员定期来，一般每周
一次，有什么问题，一个电话，技术员就来
了。”

东斟灌村成立了果蔬合作社，注册了“斟
都”国家级商标，五彩椒品质达到绿色A级标
准，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仅彩椒种
植，户均收入2 . 2万元。

纪台镇玉皇庙村菜农以种植长茄为主，50
多户菜农成立了田之乐果蔬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统一为社员提供种苗、有机肥、生物农药及
种植技术、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了社员的蔬
菜种植水平。目前社员已经发展到130户。

营里镇西黑冢子村先后成立了3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新注册家庭农场6家，发展农民经
纪人70余人，带动农户140余户，年创产值500
余万元。

2013年，寿光新成立306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全市目前共有1380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
社。

1993年1550元，2003年4508元，2013年14408元

寿光农民10年人均增收近万元
通过向群众公开征集的形式，根据报纸和网络

投票结果，寿光日前选出了“2014年群众最期盼的
十件实事”。

1、加大环保整治，减少雾霾等天气出现。建
立健全环保整治生态硬约束、空气质量预警等长效
机制，对污染环境、生态破坏行为“零容忍”，加
快城区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把寿光打造成为生态之
城、宜居之城。

2、加大食品药品监管，保障群众饮食健康安
全。加快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构建覆盖从源头
到消费全过程的监管格局。

3、加快城乡道路改造，对破损道路进行全面
整修。加快寿济路改造，羊临路拓宽，农圣街、南
环路西伸至羊青路，以及破损县道、乡道改造维
修，方便群众出行。

4、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居民养老
服务。推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将基础养老金
提高到每人每月70元。依托12349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逐步建立起符合寿光实际的居民养老服务模
式。

5、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3 . 39亿
元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工程尽快投入使用。届
时，采用“焚烧发电为主、卫生填埋为辅”的生活
垃圾处理模式，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水平。

6、完成三水厂迁建，提供优质供水服务。投
资1 . 2亿元的三水厂迁建工程，力争尽快建成投
用，进一步提升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7、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城乡教育教学水
平。在新建居民区配套建设幼儿园、小学，鼓励引
导强校、名校开设分校，扩大教学规模，解决入园
难、入学难等问题。切实保障教师权益，提高代课
教师待遇。完善招生政策，加快薄弱、偏远小学、
幼儿园整合，改善农村教学条件。

8、完善规范城市公交管理，倡导市民绿色出
行。推进城市公交改革，加快建设公交枢纽换乘
站、充电站、加油加气站、站点座椅等基础设施。
规划调整公交线路，合理设置公交站点，购买投入
180辆新能源公交车运营城市公交，全面增强公共
交通服务功能。加强管理，杜绝公交车拒载老年人
等行为。

9、扶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年内新增城镇
就业15000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3%以
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拓展农民工
就业渠道，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建立困难群体就
业帮扶长效机制。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开展创业培
训和创业后续服务。

10、提高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由2013年的每
人每年280元提高到2014年的每人每年320元。同
时，随着基金总额的增加，进一步扩大新农合报销
范围，提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增加大病报销病
种。 (□戴玉亮 单辰 整理)

2014年寿光群众

最期盼的十件实事

寿光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寿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4408元，比2012年增加1603元，增幅达12 . 52%，比2003年的4508元增

加9900元，比1993年的1550元增加9倍多。

寿光农民收入增速为何那么快？

通过向群众公开征集的形式，根据报纸和网络投票结果，寿光日

前确定了“2013年度寿光市十件大事”。

在一定程度上，这“十件大事”可以看作是对2013年寿光全市工

作的一次总结，反映了寿光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村民刚采摘的辣椒。
稻田镇芹菜种植户展示丰收的桂河芹菜。

▲投入运营的寿光港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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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寿光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寿光市市长
朱兰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新的一
年，寿光将把“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
政府最主要的追求，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和工作效
率。

政府承诺办好5项工程30件民生实事

2014年，寿光要做什么？

23 政情

2月17日至19日，寿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寿光市市长朱兰玺作了《政府
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并提出
了新一年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在此，本报就医疗保障、环境保护、新型城镇
化、中小企业融资难、土地集约化经营等部分政府
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
读。

政政府府工工作作报报告告解解读读

24 综合

寿光在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中，涌现出诸多
美丽乡村，有的以生态取胜，有的以平安见长，
有的是文化活跃。多元化发展，让美丽乡村的内
涵更为丰厚饱满……

美丽乡村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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