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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康养基地
高端民宿等新业态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上，发展壮大七河生物、得益
乳业、新天地黑牛等农业龙头企
业，扎实抓好优质农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做大有机农产品、富硒
农产品、特色畜牧、特色林产品
等新兴优势产业。

引导乡村立足发展禀赋，积
极链接策划、投资、建设、运营等

市场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精致农园、体验农庄、文创基地、
康养基地、高端民宿等新业态，
利用三年时间，规划建设10个市
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个市
级以上田园综合体、30个特色小
镇和产业强镇、600个集体经济
发展培育村，推动乡村振兴走上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百村示范千村整治”
重塑乡村田园风貌

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
治”，统筹抓好村容村貌、河道治
理、绿化亮化、“美在家庭”创建
等10项重点任务，实现村庄硬化

“户户通”，300户以上自然村基
本完成公共厕所无害化改造，着
力打造生态化、田园化的美丽
家园。

以城乡融合理念做好农村
公共服务功能布局，完善镇村规
划体系，稳步推进旧村改造和合
村并居，积极推动村庄连片治

理，打造一批地域特色鲜明、带
动辐射作用强的美丽乡村示范
片区。

因村制宜
做好特色文化设施修复

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开展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
记，推动空闲宅基地和农民闲置
房屋使用权流转。

完善各类社会人才下乡返

乡创业政策，加大专业技术人员
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为乡
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因村制宜做好名人故居、古
村落、党史馆、村史馆、文化胡
同、工业遗存等特色文化设施建
设或修复，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巩固农村思想阵地，新建
300家“5+N”模式基层文化示范
点，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促进移风易俗、乡风
文明。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板块

重塑乡村田园风貌 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推进齐文化“六进”工程

建立齐文化研究基金会、齐
文化研究联盟等平台，研究发掘
鲁商文化、聊斋文化、陶琉文化
等蕴涵的齐文化基因，逐步形成
地域文化元素向齐文化的有机
融入。

全力推进齐文化传承创新
示范区核心区建设，抓好稷下学
宫、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足
球综合体等重点项目，高水平办
好齐文化节、稷下学高峰论坛等
品牌活动。实施齐文化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
区、进社团“六进”工程，策划创
作一批以齐文化为题材的动漫
游戏和演艺精品，将更多标志性
文化符号融入城市设计，增强齐
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支持周村古商城争创“5A”

大力引进实力雄厚的文旅
集团和一流专业团队，对全市优
质人文资源、生态资源、工业遗
存进行系统性、专业化的策划、
开发、运营和推介，推出一批精

品旅游线路，完善一批服务配套
设施，打造一批特色网红景点，
创作一批精品研学课程，培育建
设全国一流的研学旅行目的地。

集中抓好华侨城旅游综合
体、陶琉古镇、中华传统民俗文
化创意园等重点项目，支持周村
古商城创建5A级景区；整合提
升齐长城沿线生态人文资源，规
划建设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完
善文昌湖、马踏湖湿地公园、天
鹅湖国际慢城等生态水系功能，
打造高品质生态旅游集聚区。

深化文化与科技、创意融合

发展，活化民间艺术、老字号、历
史传说等传统文化资源。鼓励
发展影视动漫、网络视听、数字
阅读等新兴业态，搭建文创产品
交易平台，推动文化产业加速成
为主导产业。

全力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充分挖掘和用好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深入开展高质量发展“树标

对标夺标”行动，建设城市荣耀广
场，铸就新时代淄博城市精神，全
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开展
全民阅读月和读书推广活动，延
长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开放时间，打造“书香淄博”。
推进市美术馆建设，建成开放市
科技馆，加快区县文化中心以及
各类博物馆建设。强化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引入市场机制办好
陶博会、非遗传承发展大会等品
牌展会，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全面落实援企稳岗政策

围绕促进更高质量就业，
全面落实援企稳岗政策，精准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创
业引领等行动计划，做好退役
军人安置和创业扶持工作，保
障重点群体多渠道稳定就业。
持续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提
高职工医保待遇，健全职工长
期护理保障制度，积极扩大住
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加强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完善低保
标准自然增长机制，让处于生
活困境的城乡家庭得到更加
及时、更加有效的保障。

支持淄博师专
升格为本科院校

扎实推进国家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区县创建，新改扩建
中小学33所、幼儿园103处，切
实消除“大班额”问题，全市普
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

推进高等教育扩容提质，
支持山东理工大学、齐鲁医药
学院加快发展和淄博师专升
格为本科院校，推动淄博职业
学院“双高”建设和创建应用
型高校，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淄
博校区年内实现招生。积极
引进高水平民办教育资源。

建成投用市中医医院东
院区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实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扩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

购规模，完成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试点，深入实施“第一
村医”带动医疗强基工程。

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
体系，创建全省智慧医疗市。
建成投用市中医医院东院区，
打造医疗卫生高地和中医药强
市。集中实施一批医养、康养
重点项目，推进区县综合性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开
展敬老院三年改造提升工程，
扩大“长者食堂”试点规模，积
极构建多层级养老服务体系。

把淄博建成
最有安全感的城市

探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工作，完善网格工
作运行、网格员激励保障等制

度机制，加快推进四级综治中
心规范化和“雪亮工程”一体
化建设。构建立体化智能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努力把淄博建成最有安全感
的城市。深化普法依法治理，
完善以人民调解为中心的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抓好信
访事项和信访积案化解，切实
以“有解”思维解决群众关注
的难点堵点问题。夯实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责任体系，对安全违法行
为依法严查、绝不姑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板块，作为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
具体包括夯实乡村产业支撑、重塑乡村田园风貌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三个方面。

建设“书香淄博”聚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坚持传承创新发展路径，着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具体包

括突出齐文化引领力带动力、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和大力提升城市文明素质三个方面。

持续加强民生社会建设

把淄博建成最有安全感的城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民生社会建设，作为2020

年政府工作重点。具体包括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淄
博”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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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两会”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