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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淄博民生支出占比达7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6%

淄博市人大代表侯纪山：

打造“农业+旅游”IP 助力乡村振兴

侯纪山

范桂君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范桂君：

100项改革创新任务打造务实高效政务生态

1月26日上午，淄博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开幕。代理市长马晓磊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持续深化“一
次办好”改革；全面建设“无证明
城市”。

“听了报告后，我很受鼓舞，

为我们今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会后，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
长范桂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0年，淄博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以思想“破冰”引领行动

“突围”，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
“一业一证”改革，推行告知承诺

制审批，将电子身份证、电子营
业 执 照 应 用 于 审 批 事 项 办
理……多项改革创新工作走在
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以流程再
造、提升审批服务赋能淄博高质
量发展。

对于2021年行政审批服务
工作的规划，范桂君表示，今年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共确定
了100项改革创新任务，将结合
承办第四届中国优化营商环境
高峰论坛、争创全国文明单位，
探索“党建引领”新路径，打造

“集成服务”新名片，建立“智慧
政务”新模式，实现审批行为法
制化、审批流程规范化、审批事
项标准化、事项办理智慧化、审
批服务贴心化的“五化”目标，打
造务实高效政务生态。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致
力于建设“无证明城市”，全面推
进“减证便民”，坚持法无规定一
律取消，法有规定无需提交，全
面梳理各类证明材料，打通系统

壁垒，通过清理取消一批、数据
共享一批、内部核验一批、告知
承诺一批等方式。全市实现免
提交证明事项5000余项，企业群
众年免提交材料120万余件。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探
索实施承诺即入制，在“管得住”
的前提下，对一些可以通过事中
事后监督管好的事项，探索取消
许可和审批，市场主体承诺并备
案，即可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建
立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标准体系，
开发建设淄博市投资项目“齐好
办”联审平台，探索“标准地”类、

“零增地”类、房地产类、农业文
旅类等建设工程标准化审批，推
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投资项
目审批“淄博模式”；全面推行镇
村事项“全科受理”“一窗通办”

“帮办代办”，加快推进政银、政
邮、政超合作，实现村居便民服

务事项网上办、就近办，群众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完善“全
域通办”机制，加强与济南、泰
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等省
会经济圈6市政务服务战略合
作，实现58项事项“跨省通办”、
191项事项“全省通办”、218项事
项“市域通办”，建立“全域受理、
属地审批、就近取证”的全新服
务机制。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七个跃上新台阶’发展目标和
深化‘六大赋能行动’部署要求，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下大力气
抓实抓好‘一次办好’改革，努力
实现行政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以加力提速、落实突
破助推淄博老工业城市凤凰涅
槃、加速崛起。”范桂君说。

淄博是工业强市，但也有深
厚的农业基础。淄博市人大代
表侯纪山在采访中表示，我们的
农产品种类多、规模大，已有一

定影响力，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
今天，却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
些发展农业的地方大多生态好、
环境佳，如若盘活乡村旅游资

源，打造“农业+旅游”IP，将有效
助推地方产业的升级发展。

科技兴农，推进“智慧农业”

侯纪山认为，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将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中，
农民始终是麦田的守望者。利
用科技手段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促
进现代农业的提质升级。

“然而，我们的农业发展在
规划、创新、农田利用等方面还
相对落后，可以考虑引进专业科
研机构、农学人才，来提升科技
兴农的附加值。通过培育新品、
升级提质，用科技新品来有效提
高土地产出率。”侯纪山说。

盘活乡村资源，提升农产品

附加值

破除旧思想，开创新思路。
针对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少
包装设计、走廉价低端市场的问
题，侯纪山建议，地方政府打造特
色农产品品牌，引进先进的生产管
理技术，统一收购农户特产，进行
品质管控、包装设计、市场定位。

其次，探索多渠道销售模
式，借助网民、游客体验的方式，
通过现在的网红探美食、村民带
货直播、地方媒体助农活动等，
借助线上电商，广泛为农产品打
开销路。

打造地方IP，助推乡村旅游

侯纪山介绍，潭溪山旅游度
假区作为山东旅游目的地之一，
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下，景区自

建成11年来经受住了市场的考
验。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一个
大IP犹如一块大磁铁，吸纳游客
的同时也为地方发展注入了活
力。除安置部分村民就业，潭溪
山还带动了周边酒店、民宿、村
庄的发展，大樱桃及草莓采摘、
有机蔬菜种植，联动乡亲共同致
富。因此，自带IP的乡村旅游，
将成为下一个市场投资的热点
领域，这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方式。

创新思路，打造“农业+旅
游”IP，为农业大区县寻求更多
发展新出路。在谋划塑造大IP
的过程中，侯纪山建议由政府安
排专业机构，统筹规划地方农业
资源、乡村旅游发展的蓝图，有
重点、有层次、有针对性地打造
具有强大流量的IP项目。真正
让村民与产业同频共振，农业与
旅游共生共荣。

1月26日，在淄博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闫桂新，受淄博市人民政府委
托，将《关于淄博市2020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1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下
称《报告》）提交大会审议。

《报告》中提到，2020年，淄
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321.54亿元，同比
下降12.78%，扣除减税降费等因
素，同口径增长3.48%；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522.69亿元，同比增长
4.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下降1.8%；全市完成货物贸易

进出口887 . 7亿元，同比增长
0.1%；全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5559亿元，同比增长11.83%，各
项贷款余额3862亿元，同比增长
7.9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2.6%和
4.9%，人口自然增长率、万元生
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等指标完成
预期目标。

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320个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850
亿元，95个省级重点项目全部开
工，投资完成率达172.3%；策划
实施总投资3655亿元的“新基
建”项目375个，获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142.3亿元；320项市重点

技改项目全部开工，淄博市智慧
工厂、智能车间达到362个，新增
上云企业4000家；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42.5%；实施现代
服务业三年攻坚行动，现代服务
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55%左右；3家孵化载体升级为
国家级众创空间，新增1家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17家省级工程实
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全市研发
经 费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2.91%。

在脱贫攻坚方面，投入各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3.77亿元，新策划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49个，带动1.56

万户贫困户增收。8.6万户15.7万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
贫，顺利通过省级评估验收。

在保障改善民生方面，整合
设立乡村振兴专项资金13.6亿
元，38个市级示范片区创建稳步
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9986家。淄博市民生支出占比
达到75%左右，五项保险人数累
计保持在1000万人次以上；城市
低保标准、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人每月720元、每人每年
6480元。新改扩建中小学33所、
幼儿园123处，实现56人以上大
班额“清零”。扎实推进健康淄
博建设，实现居民就医“一卡(码)

通”，跻身全国首批医保电子凭
证试点。预计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4.5%以内。

2021年，淄博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7%以上，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7%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不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
外资保持稳定增长，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7%和7.5%，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4.5%以内，全面完成省
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两会”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