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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大的力度打好生态保
卫战。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扎
实开展新一轮“四减四增”，推进
五大专项整治行动，力争到2026
年，VOCs排放量比2020年下降
17％以上，PM2.5浓度达到全省
中上游水平。坚决打好碧水保
卫战，加快推进“八水统筹、水润
淄博”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加
快打造“四河两湖”生态水系和
现代水网，积极推进城市雨污合
流管网清零、黑臭水体清零和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力争国省控
河流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70％以上。坚决打好净土保卫
战，实施“固废整治五年专项行
动”，积极创建“无废城市”。

以更强的紧迫感实施“碳达
峰、碳中和”。推进“减碳降碳十
大行动”，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推动

绿色化变革，确保单位GDP能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完成省定
目标。坚持以能源消费总量和强
度“双控”倒逼“两高”企业转型升
级，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产业
体系。加快实施“六大能源工
程”，力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15％以上。

以更严格的制度保障绿色低
碳发展。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
实施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建设黄
河百里绿色长廊，推进废弃矿山、
滩区湿地、破损山体等生态修复。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资
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推
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
放权市场化交易。持续深化“全
员环保”“刑责治污”机制，打好环
保治理人民战争。

深化生态赋能
打造绿色低碳的现代化新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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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改革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聚力突破制
约未来发展的瓶颈。聚焦贯彻
新发展理念，统筹抓好科技创
新、产业升级、生态环保、金融监
管、应急管理等领域改革，扎实
做好功能区体制机制改革“后半
篇文章”，不断提高制度供给与
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聚焦促
进共同富裕，积极稳妥推进分配
制度、民生保障等领域改革，让
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大力实施全方位开放。着
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
扩大线下对外开放，实施经济体
系、企业梯队、资源配置、城市形
态、营商环境“五个国际化”提升

行动，发挥综合保税区、鲁中国
际陆港等载体的支撑引领作用，
打造“双轮驱动、多点联动”的高
能级开放平台矩阵加大力度推
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
设，实施跨境供应链服务能级提
升工程，开启淄博“云开放”时
代。着力融入国内大循环，持续
扩大对内开放，主动对接粤港
澳、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圈，积
极承接产业梯次转移和创新成
果落地转化；聚焦“一群两心三
圈”区域发展布局，以“济淄六个
同城化”融入省会经济圈，以“五
个协同发展”链接胶东经济圈，
不断提升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的能级位势。

全力打造极优化营商环境。
立足企业和群众的需求端，不断
改进政府服务的供给侧，加快建
设全国行政审批改革先行示范
区，擦亮“齐好办”政务服务品
牌。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落细
落实“关心关爱企业家十条”，健
全极简、极优、极细、极速、极致

“五极”服务模式，严格兑现零距
离、零停滞、零障碍、零容忍“四
零”服务承诺，使淄博成为近悦
远来的强磁场。

深化改革开放赋能
打造动力澎湃的现代化新淄博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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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治理赋能
打造安居乐业的现代化新淄博

聚力推动“共治”。用
好“党建引领、一网三联、全
员共治”社会治理模式，推动
要素在网中汇聚、工作在网
中联动、任务在网中落实，形
成党建引领、共建共享、运转
高效的治理新格局。优化网
格化管理布局，进一步建强
专职网格员队伍。

强力推动“法治”。全
面推动依法治市向纵深发
展，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
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形成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
好格局。

着力推动“善治”。坚
持有解思维、合理假定、事要
解决，大力推进“八小工程”
建设，抓好信访积案化解和
初信初访，妥善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源头控安、除患保安、执
法护安、科技兴安、本质固
安，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
率事件，坚决守护好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

大力推动“智治”。加
快建设智慧城市，坚持以

“新城建”对接“新基建”，打
造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
构建“泛在连接、高效协同、

全域感知、智能融合、安全
可信”的数字设施体系，系
统推进算法治理、规则治
理、场景治理，实现一网统
管、一网通办。

深化民生赋能
打造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淄博

要加快推动幼有所育
向幼有善育转变，健全全面
三孩政策，实施婴幼儿照护
提质扩容行动，五年新改扩
建幼儿园155处以上，公办
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7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超过90%。要加快推动学
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转变，完
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机制，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
等薄弱区域布局，五年新改
扩建中小学63所，增加中
小学优质学位5.9万个以
上。全面落实“双减”政策，
让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
发展。

要加快推动劳有所得
向劳有厚得转变，落实中等
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着力提
高农村居民收入，实施“创
业齐都·乐业淄博”就业创
业行动和城乡公益性岗位

扩容提质行动，保障居民就
业创业，开展根治欠薪制度
全覆盖专项行动，促进形成
橄榄型分配结构。

要加快推动病有所医
向病有良医转变，建设区域
医疗卫生高地，组建城市医
疗集团，建成省级以上临床
重点专科27个。推行医学
检验结果互认共享、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统筹报销额度在
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0%左
右，门诊慢特病报销比例提
高到65%左右。健全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推进县
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镇卫
生院全部达到国家基本标
准，村卫生室实现“一村一
室”。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提高应对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能力。

要加快推动老有所养

向老有颐养转变，落实城镇
居住区配建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要求，加快建设老年友
好型城市。推动长者食堂
提质扩面，完善特殊困难老
年人兜底保障机制和生活
照护长效机制，基本建成农
村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
老机构培优扩容工程，大力
推进医养结合，全市各类养
老床位达到3.5万张以上。

要加快推动住有所居
向住有宜居转变，坚持“房
住不炒”，完善多层次住房
供给保障服务体系。筹建
各类人才公寓3万套以上，
专业化物业覆盖率保持在
95%以上。要加快推动弱
有所扶向弱有众扶转变，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

深化城市平台赋能
打造时尚活力的现代化新淄博

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
展。突出龙头带动，加快主
城“东优、西融、南拓、北联”
步伐，加力建设“五区三
城”，加速张周一体化，深入
推动城市进入拥河发展时
代，全面提升主城首位度和
辐射力。推动全域融合统
筹，滚动实施市级统筹重点
项目，打造产业共同体、便
利交通链、资源配置群、宜
居生活带，形成“组群式、网
络化、生态型”的区域协调
发展格局。发展壮大县域
经济，实施县域经济跨越发
展行动，推动更多区县进入
全国百强区县，挺起市域经
济发展的脊梁。

更加注重畅通要素流
动。加快构建“两纵六横”
高速公路网和“两环四纵六
横”铁路网，加快推动军用
机场搬迁，推动民用机场、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建成

“对外125出行圈”；积极推

进“两环五射线”城市快速
路网和城市大外环工程，启
动张博市域铁路建设，建成

“市域15—30—60出行
圈”；加快推进鲁中国际陆
港和小清河复航等工程，大
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推进
多式联运，打造京津冀和长
三角之间的绿色智慧冷链
物流基地，建成“123快货
物流圈”。

更加注重城市功能优
化。加快建设全域公园城
市，加速构建“一心、两环、
三带、四片区”生态空间布
局，规划建设一批口袋公
园、拇指公园、主题公园、带
状公园，新建提升一批大型
城市公园，到2026年建成
区绿地率达到40.7％以上，
展现生态、洁净、整齐、美丽
的城市表情。加快建设好
学、好看、好吃、好玩、好创
业的“五好城市”，打造更多
主题式、沉浸式的人文场

景、社交场景、消费场景。
加快建设多彩活力的青年
发展友好型城市，深化淄博
城市发展合伙人制度，着力
打造高能级创新创业生态
要素供给链、高品质精致宜
居生活圈、高层次活力时尚
休闲带，让更多城市合伙人
牵手淄博、扎根淄博。

更加注重城乡统筹。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淄博板块，用好全国农村
改革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等平台，大力推进乡
村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和农村基础设施提升行
动，普及乡村美学教育，全
面完成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任务，全市村庄集体经济年
收入全部达到10万元以
上，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
达到800个以上。

深化文化赋能
打造文化繁荣的现代化新淄博04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深
入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行
动，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打造“厚道齐地、美德淄
博”。深度挖掘王尽美、邓恩铭在
淄博的革命事迹，用好焦裕禄纪
念馆、朱彦夫党性教育基地等红
色载体，让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
色文化成为城市文化底色。

延展城市历史文脉。开展齐
文化传承创新突破行动，大力研
究、挖掘、阐释、弘扬齐文化，实施
齐长城文化公园、齐国故城考古
遗址公园、“齐风胜境”文旅综合
体等重点工程，让齐文化可研可
学、可感可触。

强化优质文化供给。推出
“淄博城市文化菜单”，建设更多
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和全民健身体育休闲场
所，构建“15分钟文体活动圈”。
做强文化产业，强化创意驱动、美
学塑造、艺术点亮、科技赋能，加
快构建引领风尚的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把文化软实力变成发展硬
支撑。

打造文旅融合高地。着眼丰
富和完善旅游产品体系、挖掘和
弘扬优秀文化资源，实施文旅融
合发展攀升计划，规划建设重点
项目100个以上，让淄博文化魅
力精彩绽放，让淄博旅游体验越
来越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