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8日 星期四B02 济南

编辑：彭传刚 组版：颜莉

市中区：聚力攻坚，砥砺奋进

乘势而上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23年，市中区聚焦聚力“深
化落实年”和“提速增效年”，坚持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踔厉奋发、担当实干，全区高质量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023年，市中区预计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6%左右；实现一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9 8 . 2 亿 元 、增 长
10 . 1%，其中税收占比87 . 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左右；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6 . 5%；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586亿元；进出口总
额实现110 . 5亿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 . 5%，全区经
济规模体量持续保持全市前列，
获评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
步县，入选山东省首批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试点。

一年以来，市中区持续增强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成功举
办玉符河文化旅游节、济南商埠
文化节等特色文旅活动，扎实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在全市率先建立
“无废社区”和“无废楼宇”创建评
价指标体系。同时，20件民生实事
全部兑现，财政资金用于民生支出
50.3亿元，占比超过80%，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年
来，市中区建成精品型日间照料中
心13处、农村幸福院8处，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4处，新增学
位13190个，积极拓展就业渠道，
新增城镇就业人口2 . 3万人，开
发城乡公益性岗位2072个。

红色文化、商埠文化，市中的
文化资源丰厚。2024年，老商埠迎
120周年。市中将高标准举办2024济
南开埠120周年系列活动，筹备成
立济南商埠文化发展促进联盟，深
挖商埠老建筑、老字号、老故事文
化内核，打造商埠文化融合创意产
业园、国家级广告产业园等特色园
区。并且，市中区还将深入发掘英
雄山片区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
教育研学线路，开展红色故事宣
讲活动，谱写红色文旅新篇章。

城市更新可以推动城市结构
调整优化和品质提升。实施中央
活力区二区、重汽卡车西侧地块
以及中山公园、经四小纬二等片
区征收拆迁，实现上新街历史文
化街区全面升级和开街营业，并
将新改建绿道25公里，完成人工
造林1000亩，建设口袋公园、古树
公园、社区公园9处……市中区充
分发挥中心城区比较优势，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在引领品质升级
上实现新突破。

记者 杜春娜

抓项目强产业
筑牢高质量发展基础

产业是发展的重要支撑,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市中区牢
固树立“产业强区”理念，以省级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为引领，扎实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着
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培
育新质生产力。

市中区全面推动传统金融
与现代金融同步提升，着力培育
电力装备、电力电子等重点产
业，实现轻型化、智能化、低碳化
发展。围绕信息通信、能源互联

“两网”产业优势，延伸发展数字
经济产业，加快中移铁通智慧产
业园、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教育主
题公园、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中心
等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信息通
信、数字能源、软件服务、工业互
联网、算力网络服务等细分产业
链条，力争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139亿元。

同时，市中区坚持以商招
商、以企引企，创新开展园区招
商、资本招商、平台招商，依托国
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建国际、阿
里巴巴等区域总部，带动上下游
企业向市中聚集。不仅是强化招
商引资质效，市中区还重视厚植
企业发展沃土。市中区探索构建
全流程、全周期、全链条审管协
同联动机制，实现企业全周期

“一事通办”，充分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用活用好减税降费、贴息
贷款等惠企政策，畅通市场准
入，着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市场
信心。

抓项目就是抓经济，谋项目
就是谋发展。市中区将坚定不移
打好项目建设的攻坚战、突破
战，真正让项目建设成为企业投
资兴业、市中“二次创业”的最大
支撑。

市中区瞄准服务战略实
施、重点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
质、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领域，
不断完善项目谋划储备机制，
力争策划储备项目总量达500
个；聚焦绿色化、数字化、高端
化发展方向，围绕做强主导产
业，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链
延伸，谋划实施一批重大产业
支撑项目，切实以项目建设引领
区域发展。

此外，市中区重点加大产业
发展项目的攻坚力度，确保山东
未来云谷、中实易通、望岳路创
意设计产业园等项目竣工运营、
投产达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加快山东能源互联网绿色低
碳示范基地、中国海外集团华北
区域总部等项目进度，力争形成
更多实物量、投资量；启动实施
山东数智产业园、域潇集团企业
总部、中建智立方、未来产业算
网用一体化等项目建设，持续增
强高质量发展后劲。

提升城区魅力
促进文化商贸发展

作为济南市的中心城区，市
中区坚持以提升城区魅力、商贸
引力、文化张力为目标，传承优
秀文化，创新消费场景，努力营
造文化商贸业态大发展、大繁
荣、大兴盛的新气象。

市中区大力发展“区域首
店、行业首牌、品牌首秀和新品
首发”，探索打造数字人民币消
费集聚区，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智
慧支付、社区便民、政务服务等
多领域实现场景应用。启动实施
原八一银座B馆项目建设，持续
优化经四路品质金街、领秀城贵
和商业金街等街区商贸品质，有
效提升新世界商城、英雄山文化
休闲商业街区业态质量，构建国
际名品荟萃、高端商务服务、区
域文化特色、都市休闲娱乐的商
贸产业链群。

市中区还将服务保障京台
高速、济南绕城高速等重大项目

建设，改造提升文庄东路、兴仲
路等市政道路，扎实推进农村供
水管网改造，实现城乡供水一体
化基本全覆盖，实施雨污合流管
网改造和内涝治理工程，强化停
车设施智慧化管理，扎实建设基
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宜居宜业水
平。

坚持“民生优先”
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基础，是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市中区坚定不移实施“民生优
先”战略，始终把群众安居乐业、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努力让民生
事业更有广度、更有深度、更有
温度。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市中区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以创建全
国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示范城市
为抓手，更大力度保障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
体就业，力争城镇新增就业1 . 76

万人，完成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4000人以上。提高困难群众救助
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114元，对重
点救助对象、低收入救助对象、
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等人群
实施医疗救助。拓展多渠道租赁
住房保障体系，筹集保障性租赁
住房2350套。

同时，市中区探索实践中小
幼全学段衔接及家校社共育新
模式，将新建、续建中小学幼儿
园8处，积极创建全国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实验区、央馆人工
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区，不
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此外，市
中区启动建设济南第一人民医
院新院区，深入推进医共体联
盟，加快中国绿发国际康养、中
博华远大健康产业中心、母婴

（儿童）大健康综合服务中心等
项目建设，启动融棠医养综合体
项目建设，不断优化提升综合养
老服务功能，实现养老资源和医
疗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效利用。

高品质生活既包含物质生
活的富足，也蕴含人民群众精神
生活的充实。市中区将启动实施
中央活力区、兴隆片区全民健身
中心等项目建设，构建多元化城
市健身服务体系；新建非遗示范
社区10个、泉城书房1家、泉城文
化驿站5家，开展戏曲进乡村及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1000场次，逐
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让
人民群众精神上更有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共享品质生活。

新时代催人奋进，新征程更
需实干。2024年，市中区锐意进
取、担当作为，快干实干、勇毅前
行，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活力品质强区而团结奋斗。

2023年市中区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出80%以上

预计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6%左右

今年济南迎来

开埠120周年

1月17日上午，济南市市中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市中区代区长孟庆顺向大会报
告工作。

奋进2024，市中区乘势而上，在接续奋斗中谱写新篇。2024年为市中区的“深化提升年”，市中区始终坚
定发展信心、激发市场信心，团结一致、拼搏实干，奋力推动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发展质效全面提升，不断开
创全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中区不断开创全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中区代区长孟庆顺作政府工作报告。

葛延伸阅读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