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 B03济南

记者 于悦 夏侯凤超

民生投入年年增加
百姓获得感不断增强

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共同富
裕，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十年来，济南对民生实事的投
入一年比一年增加，服务一年比
一年优化。数据显示，2021年，济
南的民生支出比重达到79 . 8%，
比2012年提高22 . 2个百分点。十
年来，民生和社会重点事业支出
从331 . 4亿元增加到1032 . 4亿
元，年均增长13 . 5%，稳稳托住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济
南不懈奋斗的目标。通过千方百
计增加居民收入，2021年济南的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57449元、22580元，分别是2012
年的1 . 76倍、2 . 15倍，市民的腰
包越来越鼓，济南人的生活正变
得逐渐殷实、富足。

济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
战。1006个贫困村、21 . 13万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全部脱贫，涉及
33 . 9万居民的黄河滩区迁建全
面完成，年集体收入5万元以下的
村全部“清零”，市民生活越来越
有奔头。把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十
年来济南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181 . 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从
3 . 08%下降到2 . 06%，市民的就
业门路越来越宽广。

让“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
有颐养”。在公共服务上，济南不
断强化供给，十年来，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幼儿园1268所，增加学位
58 . 7万个，在全国率先实现“零
择校”“零择班”；驻济高校数量达
到52所，在校大学生数量超过70
万，比2012年增长36%；全市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7530个，
每千人口拥有床位达到7 . 8张、
居全省首位；每千人口拥有卫生
技术人员的数量，由2012年的7 .28
人提高到2021年的11 . 61人，增长
59 .5%；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
人均240元提高到670元，群众求医
问药更方便、更便宜。

十年来，济南建成各类养老
设施3350处，老年人助餐场所站
点的镇街覆盖率达到100%。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达到492 . 74万人、
313 . 38万人，基本实现法定人群
全覆盖。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生
之基。十年来，济南通过逐步完善
政策体系，扩大覆盖面，全市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7%，职工
养老、工伤、居民养老、失业保险
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城乡
特困人员分散供养标准十年来分
别提高326%、525%，城乡低保分
别达到每人每月995元、770元，失
业保险金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
90%。

聚焦住有宜居，济南目前已
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22万套，改
造老旧小区2000余个，新建、改建
租赁住房7 . 3万套，市民正住得
越来越舒心。

近者悦、远者来
一流营商环境“引凤来栖”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提高民生
福祉，为了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让市场主体办事更加高效，近年
来，济南致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聚力实施“十大系统集成改革”，
推出《济南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等一揽子政策，持续优化的营商
环境让济南成为近者悦、远者来
的创新创业沃土。

经过十年发展变革，如今济南

的政务上云率已达到100%，98 .4%
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受
理，企业开办从原来的7个部门8个
环节到现在的一网通办、半天办
好，济南在国家发改委营商环境评
价中位列全国第9。最明显的效果
是，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48万
户、比2012年翻了两番多。

在推动城市治理的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上，济南也迈出了
不小的步伐。十年来，济南累计制
定地方性法规28件，创新设立“商
量”协商民主平台，在全国首推行
政处罚“四张清单”，年均组织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6000余场次，入
选“全国首批法治城市创建先进
市”。2012年以来全市律师执业
数、公证人员数、法律援助执业人
员数分别增长 1 6 3 %、1 4 0 %、
414%，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持续完
善。

为了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不
断提升，济南创新推行了“综治
中心+网格化+数字化”模式，做
实12584个基础网格、3875个专属
网格，千万人口信息实现落格进
楼。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基本建成“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和诉讼服务体系。

城市安全运行态势关系着百
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济南
已成为全国唯一连续11年命案全
破的省会城市，在全国公共安全
满意度测评中，连续5年位列前
十，获评“全国最安全城市”。

软实力展示“硬担当”
文化底气彰显名城魅力

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

让城市伟大。作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济南文脉绵长、底蕴深厚。
十年来，济南市把文化建设作为
推动发展的铸魂工程，扎实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逐
步提升，在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
评中连续四年位列省会、副省级
城市组别第一名。

作为全国创建难度最大、含
金量最高的“国字号”城市品牌，

“全国文明城市”是济南最为看重
的一张名片，在实现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四连冠”的基础之上，济
南提出了“高水平建成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的目标，展开了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的“济南版答卷”。

2021年8月30日，中日韩三国
共同发布2022年“东亚文化之都”
当选城市，济南位列其中。这一世
界级名片的背后，济南不断增加
的公共文化供给是重要支撑。十
年来，济南累计建成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5300余处，市、县、
镇、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
络实现全覆盖，文化事业机构数
量增长40%，国际泉水节、“书香
泉城”全民阅读节等品牌活动，成
为济南鲜明的特色文化标识。

十年来，济南的文旅产业得
到长足发展。目前全市的A级景
区达到82家，十年增长两倍多。
2021年，游客人次、旅游收入分别
比2012年增长75 . 5%、113 . 1%；
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分别
比2012年增长89 . 3%、198 . 6%。

通过发挥济南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优势，抓好泉城历史文脉保
护传承，目前“泉·城文化景观”已
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城子崖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济南皮影戏、莱芜
梆子等13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目
录，中国非遗博览会永久落户济
南，“天下泉城”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正在进一步扩大。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千园之城”名副其实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
半城湖。”坐拥“山泉湖河城”的济
南，在生态环境上具有着浑然一
体的独特魅力。这些年，济南在保
持经济发展连续跃升的同时，也
在下大力气治理生态环境，环境
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济
南累计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近
8000家，“十三五”期间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
32%。与2013年相比，2021年济南
的PM2 . 5浓度下降61.2%，优良天
数增加106%；2022年1-7月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继续同比改善6 . 3%，
在全国重点城市排名中提升12个
位次，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济南因泉水而闻名天下，泉
水是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灵
魂，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
泉，自2003年9月6日复涌至今已
持续喷涌19年，刷新了从20世纪
70年代以来持续喷涌时间最长纪
录。

在水质提升上，济南在全省
率先消除了劣五类水体，国省市
控断面、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和国控断面优良率实现5个
100%。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
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100%。
与此同时，济南的生态系统

正得到持续优化。十年来，济南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累计造林61 . 3万亩，高标准修复
济西、玫瑰湖、白云湖等20多处
湿地，“十三五”期间小清河清洁
水体指示物种占比提高26 . 2个
百分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生物多样性大幅提升。

数据统计，济南全市500平
米以上的公园去年达到1086个，
今年年底将达到1153个，真正实
现了“千园之城”，成为名副其实
的“公园里的城市”。有168座青
山变景入城，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积3 . 3万公顷、绿化覆盖率达到
41 . 71%，城乡更加美丽宜居，“推
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
活新常态。

未来的济南还将继续坚定不
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不断巩固提升生态治理的能力和
水平，持续夯实强省会建设的生
态本底。以更高标准深化污染防
治攻坚。坚决打好重污染天气消
除、臭氧污染防治、工业污染综合
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加快实施“两
清零、一提标”雨污分流重点工
程，深入开展土壤整治修复与风
险管控，让美丽的济南蓝天常驻、
绿水长清、黄土复净。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是济南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之一。济南市
将深入实施河湖示范工程及河道
有水工程，多措并举节水保泉，努
力创建国家节水典范城市。同时，
坚决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统筹推
进国土绿化、破损山体治理、黄河
水质提升与生态修复保护，加快
构建黄河泰山生态屏障区。

作为山东省唯一国家低碳城
市试点、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的

“双试点城市”，济南将用好这一
优势和机遇，开展好碳排放达峰
行动，深入开展好新一轮“四减四
增”三年行动，严把“两高”项目准
入关，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
济。同时，把绿色低碳理念全面融
入到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建设

“无废城市”，打造慢行交通，让绿
色低碳、生态宜居成为现代化强
省会最鲜明的底色。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十年奋进，济南交出为民服务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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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济南这
座千年古城由内而外
发生着巨大变化。大
力度的生态治理，让

“山泉湖河城”魅力尽
显；强投入的民生支
出，让百姓尽享改革
红利；高品质的文化
供给，引领城市软实
力赋能升级……十年
奋进中，济南交出了
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精
彩答卷。

市民在家门口的小公园里健身。

市民在家门口的广场上休闲健身，幸福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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