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邹 平
市魏桥镇辛梁镇
村果农在葡萄特
色种植园采摘阳
光玫瑰。

近 来 ，邹 平
市台子镇、魏桥
镇黄河岸边的的
水果长廊、特色
种植园迎来丰收
季节，葡萄、新华
梨 等 10 多 种 水
果结满枝头，硕
果累累，十里飘
香 。 （通 讯 员 
董 乃 德 宋 浩杰 
摄影）

2023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迈进600亿元新台阶，达到610.02亿元，比1949年增加
608.45亿元，是1949年的388.3倍，总量年均增长8.4%。

2023年，全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构成优化调整为
39.6：2.3：29.8：18.7：9.6，农业经济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结构转变。

2023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383.73万吨，是1949年的7.6倍，年均增长2.8%。

2023年，全市蔬菜瓜类合计产量250.65万吨，是1978年的5.7倍，年均增长3.9%。

2023年，全市肉类总产量63.56万吨，是1978年的41.4倍，年均增长8.6%。

2023年，全市水产品产量57.40万吨，是1949年的96.9倍，年均增长6.4%。

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2022年滨州市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23年，全市园林水果产量81.97万吨，是1949年的72.2倍，年均增长6.0%。

2023年，全市耕地灌溉面积达到578.24万亩，农田输水和排涝能力有效提高。

2023年，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3.52%，农业机械化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

2023年，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450家，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刘振兴 报
道）日前，省工信厅公示2024年工业
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
项目名单，我市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
有限公司数字智能纺纱工厂升级改
造项目、山东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80万吨冶金氧化铝煤气站节
能提升改造项目等20个项目入选。

今年以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高度重视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与技术
改造工作。一是加强政策支持。制
订印发《滨州市推动工业领域设备
更新实施方案》，积极响应国家、省
有关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
工作部署。二是搭建对接平台。积
极搭建政银企合作沟通平台，与金
融部门和银行机构建立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融资服务合作机制，通过加

强政银联动、强化跟踪落实，有效帮
助企业缓解融资难题。三是充实项
目储备。谋划实施投资过 500 万元
的技术改造项目 494 个，推荐 95 个
投资过5000万元的项目纳入省级重
点技改项目库，推荐 182 个投资过
2000万元的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项目纳入省级储备库。成功
推荐40个项目入选工信部首批工业
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项
目清单。

下一步，市工信局将聚焦聚力
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持续开展规
上工业企业技改全覆盖行动，强力
推进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进一步加
强政策引导，激发全市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的积极性，助力全市工业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省工信厅公示 2024 年工业领域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名单

我市20个项目榜上有名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滨州坚定

不移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紧跟党中央工作决策部署，突
出创新，勇于实践，经过一代又一代
人接续奋斗，农业发展硕果累累，为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
坚实基础。

农业经济总量跨越式
发展，产业结构逐步调优

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飞越。全
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 1949 年的
1.57 亿元增长到 1978 年的 5.39 亿
元，1983 年突破 10 亿元，1995 年突
破 100 亿元，2007 年突破 200 亿元，
之后分别在 2011 年、2014 年、2021
年连续突破了 300 亿元、400 亿元、
500 亿元大关。2023 年，全市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迈进600亿元新台阶，
达 到 610.02 亿 元 ，比 1949 年 增 加
608.45 亿元，是 1949 年的 388.3 倍，
总量年均增长8.4%。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新中国成
立初期，全市农业经济以种植业为
主，结构较为单一，1949 年全市农
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构成为92.9
∶1.3∶4.6：1.2。2003 年，全市农业、
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产值构成为59.8：1.6：24.3：
11.6：2.7，2023 年优化调整为 39.6：
2.3：29.8：18.7：9.6，农业经济向农林
牧渔业全面、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结构
转变。

农产品从短缺不足到极
大丰富，特色产业持续壮大

粮食产能再上新台阶。1949 年
全市粮食总产量仅为 50.46 万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达到 87.01 万
吨。党的十八大以来，滨州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产
能稳步提高。2023 年，全市粮食总
产量达到 383.73 万吨，是 1949 年的
7.6 倍，年均增长 2.8%。粮食单产水
平大幅提高，2023 年全市粮食单产
432.8 公斤/亩，与 1949 年的 53.9 公
斤/亩相比，是 1949 年的 8.0 倍，年均
增长2.9%。

经济作物保持稳定。2023年，全
市蔬菜瓜类合计产量250.65万吨，是
1978 年 的 5.7 倍 ，年 均 增 长 3.9%。
1949 年全市棉花产量 1.33 万吨，近
年来受效益、种植结构变化等因素影
响，棉花生产有所调整。通过生产布
局优化和种植制度创新，产业稳定发
展，2023 年全市棉花单产 79.4 公斤/
亩，单产水平是1949年的5.6倍。

牧业规模化水平提高。畜牧养
殖业由最初的一家一户散养，发展到
先进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饲养。
尤其近年来全市多处高标准禽、猪、
肉牛养殖基地投产运行，畜牧组织化
程度和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3
年，全市肉类总产量 63.56 万吨，是
1978年的41.4倍，年均增长8.6%。

渔业生产快速发展。充分发挥

沿黄、沿海自然资源优势，经过多年
积累壮大，全市逐步形成对虾、贝类、
丰年虫三大优势主导品种。其中，对
虾总产量稳居全省第 1 位。2023
年，全市水产品产量 57.40 万吨，是
1949年的96.9倍，年均增长6.4%。

林业建设成绩显著。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2022 年滨
州市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现有国家级湿地自
然保护区 1 处、国家级湿地公园 4
处、省级湿地公园 13 处，面积达 76.6
万亩。

特色果品发展壮大。立足资源

禀赋，突出特色布局，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沾化冬枣、阳信鸭梨、惠民蜜
桃、邹平水杏等优势特色林果已具规
模 。 2023 年 ，全 市 园 林 水 果 产 量
81.97 万吨，是 1949 年的 72.2 倍，年
均增长6.0%。

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
善，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农田水利条件持续改善。1998
年小开河引黄灌区正式通水，极大改
善了北部县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2023 年 ，全 市 耕 地 灌 溉 面 积 达 到
578.24 万亩，小开河、韩墩等灌区现

代化改造有序推进，农田输水和排涝
能力有效提高。

农业机械水平明显提升。2023
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 569.98 万
千瓦，是1954年的9万余倍，1978年
的 11.1 倍；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 2023 年达到 93.52%，农业
机械化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加 快 推 进 。
2023 年，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达到 450 家，持续做好“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增值
大文章，实现滨州农产品多层次、多
环节转化增值，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
力支撑。

75载耕耘结硕果 农业实现新跨越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滨州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刘丽娜

标 题 新 闻
●9 月 26 日，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对全市 2024 年度养老服务和社

会保障类民生实事实施情况开展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庆霞，副
市长杜玉杰参加。

（上接第一版）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
量发展养老、托育产业，抓紧完善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要加大引资稳资
力度，抓紧推进和实施制造业领域外
资准入等改革措施，进一步优化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要守住兜牢民生底
线，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
群就业工作，加强对大龄、残疾、较
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
扶。要加强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
要抓好食品和水电气热等重要物资
的保供稳价。要切实抓好粮食和农

业生产，关心农民增收，抓好秋冬生
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干字
当头、众志成城，充分激发全社会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广
大党员、干部要勇于担责、敢于创
新，在攻坚克难中长本领、出业绩。
要树好选人用人风向标，认真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
干事者撑腰。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
梁，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9 月 25 日上午，《山东省烈士英
名录》续编工作研讨暨“黄河魂 英雄
梦”山东省黄河流域英烈红色文化
展在滨州举办。

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关于山东省

沿黄9市英烈人物的画像、史料、图书
以及部分文创作品，旨在传承英烈精
神，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厚植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
量。（记者 吕明旺 通讯员 崔园 摄影）

观红色文化展 缅怀革命先烈

（上接第一版）
目前，滨州市各类托育机构可提

供托位15812个，完成备案的托育机
构288家，每千人口托位数为4.1，群
众多元化托育服务需求逐步得到满
足。

5月16日，第七届家长大会在滨
州开幕，家庭教育专家、“知心姐姐”
卢勤等全国教育领域的专家、“大咖”
齐聚滨州，为广大家长揭晓“把孩子
培养成财富”的秘诀。大会的召开对
滨州教育事业发展而言，也是一次难
得的“出圈”契机——有力提升家长、
教师的教育思维和素养，完善家庭、
学校、社会综合育人生态，提高市民
对教育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近年来，滨州围绕家校社共育、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探索出了党委
政府主导、教育部门主抓、专家团队
引领、教师先行示范、家长全员参与

“五方共建”的家校社共育“滨州模
式”。如今，这一模式已遍地开花，在
全国近200个县市区、万余所学校、
幼儿园、社区复制推广。滨州也成为
全国首批并4次获评“家校社共育优
秀实践区”。全市普惠园覆盖率由
87%提高到90.2%，提前完成2024

年年度目标和“十四五”规划目标。
20所乡镇薄弱学校纳入集团化管
理，“强校扩优”实现乡村学校全覆
盖。

原先去医院住院，这些流程必不
可少——医生开出住院通知单，患者
到住院处排队办理住院手续，出院之
后再去排队缴费、办理医保结算。这
一套流程下来，往往得排三四次队。

“而现在，患者持医生开具的电子住
院票，可直接前往护士站进行入院登
记、医保联网、押金缴纳等操作，手续
办理变得简单易操作，显著提升了患
者就医体验。”市人民医院西院区出
入院结算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全市医疗卫生系统不断
推出便民举措，全力为患者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相继推
出“免除押金+诊间结算+床旁办理”

“一次挂号管三天”等一系列便民措
施，每万人拥有合格全科医生数量全
省第一。新增16处院前急救点，98
万人口纳入“20公里急救圈”，同比
缩短 7分 17秒。出院患者医药费
用、平 均 住 院 日 同 比 分 别 降 低
11.77%和7.4%。

城市品质的提升，不仅是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应有之义，更是让这座城市更有魅
力、更富活力、更具温度的现实要求。
在城市品质硬核升级的过程中，每一

“帧”都力求精细精致，让市民未来的
生活愈加可期。

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
强群众幸福感

滨州始终以人民看得见、摸得
着、可感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和价
值取向。

市委书记宋永祥提出，要一以贯
之抓高质感民生，用心用情解民忧、
惠民生、促民富、暖民心，让老百姓的
生活品质越来越高、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

自2022年起，滨州将民生实事
进一步细化分解，确定了12类197
件民生实事，全部圆满完成；2023
年，12类158件民生实事也件件落
地；今年，12类161件民生实事全面
推进，事事贴近百姓、温暖人心。

一句“一以贯之”，让数百个幸福
承诺悉数落地兑现，让我们见证这座

城市的成长：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
会保障不断完善，路网改造畅通了发
展致富路，医疗改革减轻了看病就医
负担，孩子们坐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学
楼，老人们住进舒心温馨的养老院
……滨州市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
使命，矢志攻坚、全力克难，将民之所
盼作为政之所向，让这份高质感民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如今，滨州城市建设不断开创新
局面，为民生品质提升提供了软硬件
条件——51项产城融合项目加快推
进，高铁、科创、南部、康养、老城五大
片区提速建设；滨州“鸟巢”“水立方”
正式启用，成功举办音乐嘉年华等系
列大型活动；在全国首创“九九黄河”
体育文化品牌，完成7个国家标准体
育公园建设任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3.1平方米，位居全省前列……

为民服务永无止境。办好民生
实事关乎民生福祉，关乎政府公信，
唯有始终把“人民至上”理念贯穿始
终，心系“万家灯火”“柴米油盐”，坐
到群众炕头、想到群众心头、干到群
众点头，人民群众才会拥有更多可触
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多“民生之盼”成为“民生之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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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国宁 
张燕 陈曦 报道）今年以来，市住建局
市政公用发展服务中心结合实际，
以加大巡查力度为先导，以抓实精
细修复为落脚点，组织实施市主城
区道路“平坦行动”，在人行道清障、
桥梁问题整治、道路养护维修等方
面精准发力，集中攻坚，全力提升道
路设施养护管理水平，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畅达。

在具体工作中，该中心制订市
主城区道路“平坦行动”整治方案，
于 5 月初至 8 月底实施集中整治。
在为期3 个月的整治中，集中力量对
责任范围内道路、人行道开展全面
摸排，重点排查各类已拆除或废弃
的道路附属设施遗留障碍等问题，
共发现残留膨胀螺栓、铆钉、底座等
障碍物问题 63 处，组织公安、城管、
通信等产权单位进行确认、限期整
改，对无单位认领的问题进行集中
整治，全部于主汛期来临前完成整
改；针对市主城区53座城市桥梁，重
点巡查桥面铺装是否存在沉陷、裂
缝、坑槽，防护栏是否存在破损、缺
失、松动等问题隐患，发现的49处问
题已于8月底整改完成。

在开展“平坦行动”集中整治的

同时，该中心结合道路设施日常管
养实际，根据道路出行流量、无障碍
道路改造需求等，加强综合研判，制
定设施养护维修计划，并组织编写

《滨州市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维修工
作标准》，进一步明确技术指导规
范。截至 8 月底，对面层破损严重
的渤海十二路（黄河八路至黄河十
路段）进行破损清理和摊铺；对府右
街（黄河四路至黄河五路段）、黄河
十一路（渤海十一路至新东路段）、
渤海十五路（黄河十二路至黄河十
三路段）等道路人行道实施养护改
造。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滨
州市主城区城市道路设计指南》《关
于进一步加强市主城区道路(人行
道)施工管理的意见》，注重统筹项
目建设管理，持续巩固“平、洁、绿、
畅、靓、谐”的城市环境。

在下一步工作中，市住建局市
政公用发展服务中心将深入践行

“为民、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宗
旨，按照“即损即修、即坏即理”的设
施养管工作原则，压实巡查整改责
任，持续提升市政道路设施精细化
管理水平，着力增强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提高“心安”指数，助力品质滨
州建设。

“平坦行动”保障市民
出行安全畅达
      市住建局市政公用发展服务中心集中
整治道路障碍物问题隐患

数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