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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创业等重点领域

今年重大民生实事候选项目13类35项
淄博1月20日讯 1月20日，

淄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十三次会议审议了《2022年度淄
博市重大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草
案）》，并决定提请淄博市十六届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表决。2022

年度淄博市重大民生实事候选
项目共13类35项，涵盖教育事
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创
业、城市管理、交通出行、文化体
育、政务便民等重点领域，注重
体现民生项目的公益性、普惠性

和可操作性。
为全面做好2022年度市重

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工作，淄博市政府2021年9月
8日全面启动了项目征集工作，
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354条

（类），其中，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262条，各级人大代表意见建议
84条，市民投诉中心梳理意见建
议8大类。在项目策划过程中，
突出普惠、体现品质，筛选贴近
群众生产生活，涉及领域广、覆

盖群体大的项目，既有托底保障
项目，也有品质提升项目，以小
切口体现大民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任灵芝 通讯员 张灿 罗
子茗

2022年度淄博市重大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清单(草案)
一、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1.继续扩容教育学位。新改
扩建幼儿园42所，新增学位4800
个以上；新改扩建中小学校9所，
新增学位11800个以上。

2.关爱学生身心健康。年内
更换中小学7700间教室灯具，为
169所中小学配套可调节课桌
椅，实现教室视力环境达标全覆
盖；设立淄博市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服务中心，对各级各类心理辅
导员进行全覆盖培训。

3.提高农村学生午餐标准。
按照每餐每人3元标准，补贴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午餐。

4.实现偏远地区校车全覆
盖。全市校车总数增加至840辆
以上，方便偏远地区学生安全
出行。

二、优化卫生健康服务

5.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
淄博市公共卫生中心主体封顶；
新改造提升智慧预防接种门诊
55处以上；在区县建设10处城市
健康客厅；建成以2.5公里为服务
半径、中心村卫生室为主体的村
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筑城乡
15分钟健康服务圈。

6.提升健康服务质量。聘请
名医专家、团队来淄开展诊疗、手
术服务，举办讲座等活动100场
次以上，知名医院在淄博市建立
名医专家（团队）工作室80家以
上，名医基层工作站（室）达到
120家以上，专家团队突破400
人。在淄博市主流媒体开办中医
药健康专栏，制作中医药保健知
识宣传册向市民发放。

7.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城乡
居民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由25
种增加到50种以上，开展中医日
间诊疗中心结算试点（以中医针
灸特色疗法为主)；集采药品销售
药店达500家以上，销售国家集
采药品达到60种以上；职工长期
护理保险全覆盖，最高支付限额
提高10%，将失智人员纳入保障

范围。

三、健全养老托育体系

8.推进养老服务多元化。建
成淄博市智慧养老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以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产业，
提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新增机构养老床位1000张以上；
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张以上；
建设优质养老服务资源进社区样
板6处；新建长者食堂300家以
上；15家公立医院开展医养结合
服务，新开放护理型床位2000张
以上。

9.增加婴幼儿照护服务供
给。建设20处示范性托育机构；
新改扩建50处公共场所标准化
母婴室。

10.提升家政服务规范化。
为淄博市所有家政服务企业建立
信用档案，开展诚信家政进社区
惠民服务，培训从业人员不少于
5000人次。

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11.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切
实保障淄博市6.8万名城乡低保、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对淄博市1.5
万名特殊困难家庭人员提供照护
服务，落实淄博市7.4万名困难残
疾人、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为淄
博市900余名孤困境儿童发放基
本生活费，用好“淄助你”基金，开
展临时性救助；将农村低保对象
中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家庭生活
补助从每人每月10元提高至20
元；加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力度，
为2200余户住房困难家庭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

12.开展脑瘫儿童专项医治。
启动对脑瘫适应症儿童免费神经
外科手术医治项目，年内医治
100名以上。

13.为农民种粮保驾护航。
创新推出“齐良保”惠农保险，免
费为种粮农户投保，实现粮食险
种全覆盖。

五、激发就业创业活力

14.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
施“创业齐都乐业淄博”计划，实
现新增城镇就业5.5万人以上，政
策性扶持创业1.5万人以上；提供
公益性岗位1.63万个以上；建立

“百事通”人才管理服务系统；淄
博市筹建人才公寓1万套，建成
不少于2500套。

15.提升劳动者素质。培训
新型农民6000人以上；提升产业
工人队伍技能素质，提高1万名
以上产业工人学历或技术等级。

六、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16.持续改造棚户区和老旧
小区。改造完成棚户区10个、老
旧小区23个，惠及居民3万户。

17.全面提升物业服务。对
249个老旧小区实施简易物业管
理，实现老旧小区简易物业管理
全覆盖；打造50个智慧物业示范
点，带动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18.维护合法住房权益。对
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应
结尽结、动态清零。

19.营造安全居住环境。对
淄博市100万户天然气居民用户
更换金属软管，对11万户老旧小
区户内燃气设施进行改造；建立
液化石油气钢瓶追溯机制，回收
液化石油气废弃钢瓶10万只以
上；对淄博市登记注册的3万台
电梯投保安全责任保险，对使用
15年以上的电梯组织专项安全
评估。

20.方便电动自行车充电。
在新建和既有住宅小区建设专门
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存放场所，并
设置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实现具备条件的住宅小区全
覆盖。

21.纾解群众停车难题。实
现淄博市城区智慧停车全覆盖，
新增停车泊位1万个以上。

七、改善交通出行条件

22.修好农民“家门口的路”。
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200公里以上、改
善路面状况720公里以上。

23.新能源充电设施广覆盖。
新增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2000
个以上、小区内部充电桩1500个
以上，实现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
单位、居民小区、大型商超电动汽
车充电桩全覆盖。

24.优化居民交通出行。优
化大众公交线路，深入推进“淄博
人节假日及周末1元公交游景
点”；为有需求的学校、医院等开
通定制公交；落实好特殊群体免
费乘车政策；主要公交线路增加
部分残疾人无障碍公交车，投入
部分无障碍出租车。

八、构建生态宜居家园

25.实现城区四季见水、清水
常流。完善城区“八水统筹，清水
润城”生态水系，加快建设孝妇河
文化休闲生态观光带；对猪龙河、
涝淄河进行综合整治提升；完成
雨污合流管网改造90公里。

26.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建设
改造市植物园等公园绿地、街头游
园100个以上，建成城市绿道100
公里以上；在公园广场、景区景点
改造提升景观雕塑小品50个以上。

27.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在
城市公园增补全龄段健身场地及
配套设施；淄博市新建改建50片
多功能运动场地，组织全民健身
系列活动1000项以上，免费培训
社会体育指导员2000人以上。

九、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28.建设“书香淄博”。新打
造90处“城市书房+”新型公共阅
读空间，开展群众主题系列阅读
活动1000场以上。

29.丰富提升文化惠民。推
进剧院影城免费开放日活动，每
月至少一天为市内民间艺术团排
练展演免费提供场地，年内免费
放映城市院线公益电影600场以

上；策划创作35部戏剧、影视、歌
舞等文艺精品，举办“齐舞·悦动”
等文化展演活动50场以上，举办
公益性文艺演出80场以上。

30.开展乡村美学教育。打造
村（社区）乡村美学讲堂，实施“千
名农村妇女进高校”计划，培养300
名以上乡村美学教育带头人；在村
（社区）建设1700家美家超市。

十、加强政务便民服务

31.推进政务便民全覆盖。在
淄博市各级便民服务中心（点）布
设300台智慧政务综合自助终端，
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接入200台银
行自助终端，建成500处“齐好
办”政务服务便利店，建设100个
智慧社区（村居）；编制发布城市公
共服务电子地图，打造“出行不绕
远，办事少跑腿”的信息服务平台。

32.延伸公共法律直达服务。
建设淄博市企业合规服务平台，
建立“法惠万家”直达便民服务体
系；提升完善“一村（社区）一法律
顾问”体系，为居民提供便捷优质
法律服务。

十一、推进重点片区改造

33.完成火车站南广场片区建
设改造任务，全面推进火车站北广
场改造，优化区域教育、医疗、养老
等公共设施以及文创等产业布局。

十二、完善交通路网建设

34.启动“大外环”建设，加快
推进沾化至临淄、济南至潍坊、济
南至高青、临淄至临沂4条高速
公路淄博段建设；开工建设经十
路东延改建工程；实施张博铁路
电气化改造工程。

十三、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35.完善配套引黄供水主管
线；新建输水主管线14.5公里；完
成2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