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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个村累计化解矛盾纠纷问题个村累计化解矛盾纠纷问题

3232 个个，，清理各类合同清理各类合同 593593 份份，，清理往来清理往来

款项款项 4141 项项，，村集体经济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收 220220 余万余万

元⋯⋯自元⋯⋯自 20222022 年年 55 月开始月开始，，邹平市临邹平市临

池镇深入开展以清理档案合同池镇深入开展以清理档案合同、、清理清理

信访隐患等为内容的信访隐患等为内容的““五清攻坚五清攻坚””行行

动动，，促进村集体增收促进村集体增收、、做好民生实事做好民生实事，，

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邹平市坚持党建引领邹平市坚持党建引领，，

围绕省级综合改革试点围绕省级综合改革试点，，创新实施实创新实施实

体强村体强村、、能力提升能力提升、、人才选用等工作人才选用等工作，，

持 续 推 进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干 部 队 伍持 续 推 进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干 部 队 伍

建设建设。。

针对资源分散针对资源分散、、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造血造血””

功能不足等突出问题功能不足等突出问题，，邹平市韩店镇邹平市韩店镇

率先成立滨州市镇级股份经济联合总率先成立滨州市镇级股份经济联合总

社社，，统领整合统领整合 4646个村级合作社个村级合作社，，集中力集中力

量办大事量办大事，，补齐各村补齐各村““单兵作战单兵作战””短短

板板。。预计年内发展村级实体项目预计年内发展村级实体项目 100100

个左右个左右，，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收入 2020 万元以下村清万元以下村清

零零，，半数以上村集体收入突破半数以上村集体收入突破 5050万元万元，，

100100 万元以上村占比达三分之一万元以上村占比达三分之一。。按按

照照““产业相近产业相近、、相对均衡相对均衡、、结对共进结对共进””原原

则则，，邹平各镇街通过推动组织联建邹平各镇街通过推动组织联建、、共共

同发展产业项目等方式同发展产业项目等方式，，打造区域统打造区域统

筹筹、、多方联动的党建共同体多方联动的党建共同体，，以党建联以党建联

盟激活村集体增收动能盟激活村集体增收动能，，有效带动有效带动 236236

个村增收个村增收 15001500余万元余万元。。

着力打造着力打造““精致文明精致文明 智慧实践智慧实践””品品

牌牌，，邹平市坚持邹平市坚持““一镇一品一镇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韵”，”，

对对11处实践中心处实践中心、、1616处实践所处实践所、、874874处实处实

践站践站，，3333 处文明实践基地处文明实践基地、、839839 处实践处实践

家庭站实施文明实践实用效能提升家庭站实施文明实践实用效能提升，，在在

深圳市宝安区率先建成省外文明实践深圳市宝安区率先建成省外文明实践

交流基地交流基地。。扎实做好乡村扎实做好乡村““复兴少年复兴少年

宫宫””省级试点工作省级试点工作，，高标准建成高标准建成 122122处处，，

探索实行探索实行““三级考核三级考核、、三类评价三类评价””未成年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评价体系人思想道德建设评价体系。。聚焦黄河聚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功举办成功举办

第五届中国伏生诗会第五届中国伏生诗会、、第十二届中国山第十二届中国山

东东（（邹平邹平））范公读书文化节等集中性文范公读书文化节等集中性文

明实践活动明实践活动 120120余场次余场次，，乡村振兴文明乡村振兴文明

嬗变的嬗变的““邹平样板邹平样板””逐步形成逐步形成。。

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邹平启邹平启

动动““十百千十百千””工程工程，，计划利用计划利用 33 年时间年时间，，

选派近千名行政干部和重要经济部选派近千名行政干部和重要经济部

门中层干部赴深圳宝安区开展对标门中层干部赴深圳宝安区开展对标

实训实训，，目前已累计选派干部目前已累计选派干部 115115 名名。。

同时同时，，推荐推荐 2222 名干部赴上海等发达地名干部赴上海等发达地

区或省级机关跟班学习区或省级机关跟班学习，，开阔干部眼开阔干部眼

界界，，提升改革创新能力提升改革创新能力。。

突出突出““人才选用人才选用”，”，激励激励““担当作担当作

为为”，”，制定印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深化制定印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深化

容错纠错实施方案容错纠错实施方案，，激励干部干事创激励干部干事创

业业。。突出在疫情防控突出在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

““11++99+N+N””工程推进等攻坚一线考察识工程推进等攻坚一线考察识

别干部别干部；；注重选拔经济发展意识强注重选拔经济发展意识强、、熟熟

悉市场规律悉市场规律、、善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干善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干

部部；；优先使用在稳增长优先使用在稳增长、、促改革促改革、、调结调结

构构、、惠民生惠民生、、防风险上有本事的防风险上有本事的““实干实干

家家”。”。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提拔使用经济型干部提拔使用经济型干部

2828名名，，引导干部立足邹平经济结构引导干部立足邹平经济结构、、产产

业特点业特点，，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经济提升服务经济

发展专业能力发展专业能力，，为邹平经济社会高质量为邹平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发展贡献力量。。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山东省邹平市委宣传部山东省邹平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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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蹄疾步稳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蹄疾步稳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组 织 保 障为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组 织 保 障

魏桥轻量化基地

口袋公园

魏桥纺织绿色智能纺织一体化“邹小帮”帮代办员指导群众办理业务

济青高铁邹平站济青高铁邹平站

中国棉纺织名城、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14 种工
业产品规模、市场占有率国内领先；成
功撤县设市通高铁，获评山东省工业
十强县，成为山东省综合改革试点，连
续入选全国百强县，多次入围全国工
业、创新、投资潜力、营商环境等百强
县榜单，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
的邹平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近年来，
坐落在山东滨州的邹平市实现经济发
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水平等
多方面历史性突破；如今，邹平正全力
实施“九大工程”，加快先进制造业发
展，奋力建设富强文明新邹平。

以制造业立市 靠制造业崛起
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

邹平将工业作为立市之本、强市
之基，创新驱动、跨越发展，高质量发
展底气十足。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占 GDP 的比重 12.47%，位列全国百
强县前茅，税收占比 79.07%。全国 41 个
工业大类邹平现有 27 个，打造出邹平
国家高端铝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中
国糖都等荣誉称号，涉铝产业集群营业
收入达到 2700 亿元，中高端铝制品占
比提高到71%。2021年，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3041亿元，居全省县域前列；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到378家，其中营业
收入过百亿元企业、过 50 亿元企业、过
10亿元企业分别达到8家、19 家、49 家，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达 297.73 亿元。魏
桥创业集团入选世界 500 强，2022 年
位列第 199 位，较 2012 年上升 241 个

位次。
科创平台加速搭建，研发人才投入

持续领先，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全社
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4.38%，位
列全省前茅。培育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49 个，其中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7 个，柔
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91 人，其中院士 10
人，自主培养国家新型人才 2 人、省泰
山系列人才 6 人；2022 年将人才专项资
金提升到 1亿元，设立 10亿元人才创业
基金，出台“人才兴邹”新政，以真金白
银支持八方英才创新创业。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加快推进低碳转型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邹平加快推进绿
色转型。实施“四减四增”行动，焦化
等传统产能陆续转移退出、实现高端
绿色蝶变，公改铁落地投用、公改水加
快推进。邹平货运铁路专用线正式开
通运营，成为区域发展的绿色交通大
动脉。能耗排放显著降低、产业结构
显著优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近十
年，全市 SO2、NO2、PM10 浓度分别下
降 90%、50%、60%，空气优良天数提高
到 260 天，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山清
水秀、鱼游浅底已成为邹平常态。

坚持绿色发展“项目为王”，邹平形
成项目建设梯次推进、滚动发展的良好
局面。十年来，邹平高标准谋划建设项
目 1000余个，总投资超 1200亿元，其中
省市县重点项目 680 个。魏桥轻量化
基地、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中欧循环

科技产业园、新医药产业园等一批高端
低碳产业项目依次落地。济青高铁邹
平站、济青高速改扩建、邹平货运铁路
等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先后建成，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提升城市承载力、助推邹
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邹平
立足全球视野谋发展。开放之路更加
广阔。率先成立山东省县级保税物流
中心，150 余家企业与 1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关系。服务效能更
加优质。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所有行
政审批事项全部实现“一门办理”“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审批时限平均压
缩 60%以上，邹平市场主体达到 8.1 万
户，较 10 年前增长 5 倍多。高标准建
成优秀企业旗帜广场，成功举办企业
家大会，用真心、真情、真诚惠企服务。

乡村振兴 共建共享
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邹 平 市 投 入 真 金 白 银 保 障 民 生 。
2012—2021 年，民生支出由 43.32 亿元
增至 77.69 亿元，年均增长 6.4%，占比
稳定在 80%以上。

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同富裕迈出
坚实步伐。在山东率先设立防贫保
险、防贫特困救助基金，全市 1462 户、
320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
贫。基础保障更加稳固，公共服务更
加均衡，妇幼保健院新院、城南新高中
等先后投用，鲁中职业学院新校、市人
民 医 院 新 院 等 落 地 建 成 ，新 增 学 位

4.73 万个、医疗及养老床位数过万张，
16 处镇街卫生院、299 处卫生室全部达
到省规范化建设标准，群众可以享受
更高水平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齐 鲁 样 板 的 邹 平
画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十年来
增 长 56.4 个 百 分 点 ， 高 标 准 农 田 覆
盖率、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等均居全
省县域前列；粮食生产实现“十九
连丰”，邹平供销社连续 7 年位居全
国百强县社前列；邹平被评为全国
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入选
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开展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 城 乡 环 卫 体 系 、
无害化厕所实现全域覆盖，被评为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现翻番增
长，收入比由 10 年前的 2.14∶1 缩小
到 1.78∶1，居全省前列；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村从不足 30%到实现全覆盖，
邹平被评为全国乡村振兴百佳示范市。

“ 一 体 规 划 、分 区 推 进 、相 互 支
撑”，邹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显
著提升。城市建设更加完善。十年
来 ，实 施 城 建 项 目 323 个 ，完 成 投 资
129.2 亿元，城镇化率从 54.3%增长到
68.7%，居全省县域前列。城市治理更
加有效。平安邹平、法治邹平建设深
入推进，开创“全科大网格”社会综合
治理模式，平安建设群众满意率持续
提升，被评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城市内涵更具深度。先后被评为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正积
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邹平城市出新
出彩，群众生活更美好。

邹平市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一企业仓储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