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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牡丹区

牡丹区以奋进之姿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牡丹区以奋进之姿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通讯员通讯员 张海勇张海勇 郜玉华郜玉华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卫东郭卫东

记者从 1月 17日召开的牡丹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获悉，2023年，牡丹区委、区政府始

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1234”发展战略，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圆满完成年度各项任务

目标，书写了牡丹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稳中求进稳中求进，，迈出高迈出高
质量发展坚实步伐质量发展坚实步伐

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 460亿元、增长 6.5%，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9.39 亿元、增长

6.1%。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5%。市场交易额突破千亿

元大关。完成进出口总额 25
亿 元 。 新 增“ 四 上 ”企 业 116
家 。 入 库 省 、市 重 点 项 目 39
个，数量翻了一番，创历史新

高 。 争 取 专 项 债 券 12.23 亿

元 。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10.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38700 元、19800 元，

分别增长 6%、7%。

谋篇布局谋篇布局，，点燃高点燃高
质量发展强劲引擎质量发展强劲引擎

三次产业结构比预计调整

为 8.8:24.7:66.5。
现代农业丰产增收。新建

高标准农田 5.6万亩；粮食播种

面积增加到 145 万亩，总产突

破 14亿斤；芍药鲜切花占全国

市场份额的 60%以上。

工业发展创新突破。大力

推进工业“二次创业”，聚焦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牡丹

产业、食品加工等重点产业链，

开展“链长制”招商、“专班式”

推进、“点长制”督导、“秘书制”

服务，78家链上企业持续壮大，

创造就业岗位 2 万个，预计实

现总产值 300亿元以上。全面

推动“百项技改、百企转型”，技

改投资增长 23.9%。新增规上

工业企业 26 家。获批山东省

数字经济“晨星工厂”13家，天

华电商数字经济园入选省试点

园区。

三产发展活力迸发。坚持

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

升传统服务业，牡丹路、中华路

“一纵一横”楼宇经济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全区现代服务业企

业达到 8343家，金融机构达到

28家、居全市首位。佳和城满

铺运营、人气持续火爆 ；老城

曹 州 异 军 突 起 ，入 选 山 东 省

第 二 批 试 点 智 慧 商 圈 、第 三

批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 ，城 区 核 心 商 圈 西 移 势 不

可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突破 300 亿元。电商产业加

速 发 展 ，引 进 MCN 机 构 23
家 ，预 计 全 年 实 现 网 络 零 售

额 50 亿元、居全市前列，获评

山东省牡丹电商产业带。牡

丹区段黄河风景道入选国家

典型，老城曹州获评 AAA 级

景区和第二批山东省旅游休

闲街区。

统筹推进统筹推进，，盘活高盘活高
质量发展城乡载体质量发展城乡载体

重点攻坚取得突破。深入

落实“1+4+5+N”工作机制，纵

深推进安置房建设攻坚行动，

交付安置房 12649 套、158.3 万

平方米；21个“保交楼”项目完

成工程量 90%以上，交付 19436
套；化解房屋征收问题户 934
户；63个房屋产权确权颁证问

题小区全部完成首次登记，办

理转移登记 10530 户，城建历

史遗留问题加速化解。

城市功能稳步提升。新改

建道路 11条，城区首条快速路

建成通车。改造老旧小区 46
个，建成投用公厕 10 座、公共

停车位 1.5万个。新改建、清淤

雨污管网 17.8 公里、防洪排涝

工程 4处，青年路、八一路等多

年易积水路段治理成效显著。

全面推行物业“红黑榜”、末位

淘汰监管机制，城市“面子、里

子”双升。

乡村振兴深入推进。实施

衔接资金项目 64个，新增国家

级示范合作社 1 家，培育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 3 个、乡土产业

名品村 13个、市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 5家。吴店镇获批全省

乡村振兴示范镇。新改建农村

公路 90公里，铺设供水管网 25
公里，改造危房 126 户。新建

乡镇垃圾站点 27 处。创建市

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2 个、省

市级和美乡村 25 个。高庄镇

吕集村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都司镇荣获全省乡村治理

示范镇。

创新赋能创新赋能，，释放高释放高
质量发展澎湃活力质量发展澎湃活力

行政效能持续增强。归集

电子证照 101 类、200 万条，公

开用证事项 1129个；建设智慧

社区 20个。全面推行“一窗受

理”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间压

缩 50%以上。创新推出营业执

照 智 能 审 批 系 统 ，核 准 企 业

6700余户。全面实施政务服务

“县乡通办”改革，赋权镇街审

批事项 50项。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省市

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184项任务

基本完成。积极开展“三亮”专

题行动，窗口部门服务质效明

显提升。建立健全企业“全生

命周期”集成服务机制，企业开

办实现零成本、日办结，新登记

市场主体 2.6万家、增长 28.1%，

在营达到 17 万家。各项贷款

余额 668亿元、增长 23%。

科技创新持续赋能。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13.2%。

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8
家、创新型企业 40 家、科技型

企业 62 家，获批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 16家。累计实现技术

合同成交额 19.8亿元。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5%，农作

物耕作机械化率超过 92.2%，选

育牡丹、芍药新品种 40个。引

进外国专家 3名。

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擦亮高擦亮高
质量发展共富底色质量发展共富底色

坚持把有限财力向民生倾

斜，完成民生领域支出 49.9 亿

元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78.7%以上。

10 项 民 生 实 事 全 部 完

成。就业创业扎实有效。新增

城镇就业 8527人、失业人员再

就业 3890人、困难群体再就业

602 人。返乡创业 4579 人，创

办经济实体 2065 家。发放各

类创业贷款 3.54亿元。

教育高地持续隆起。新改

建城乡中小学 9 处、增加学位

11070 个；补充教师 560 名；建

成投用幼儿园 6 所，创建一类

幼儿园 69所、省示范园 15所；6
所农村学校纳入集团化办学，

新建教师周转宿舍 2 处，撤并

小规模学校、教学点 12 处，城

乡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

医疗保障提质扩面。医保

经办服务“揭榜挂帅”项目获评

全省典型，常住人口参保率全

市最高。建成全省首家“双招

双引”暖心医保服务站。公立

定点医疗机构 DRG 付费实现

全覆盖。区疾控中心新址建设

进展顺利，牡丹人民医院青年

湖院区、区中医医院改扩建项

目建成投用。国家卫生城市创

建通过省级验收。

社会服务显著增强。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跟进帮

扶脱贫户 18673人。城乡低保

分 别 提 高 到 每 月 871 元 、691
元；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1.63 亿

元，惠及困难群众 6.6 万人；新

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6 处、医

养结合服务中心 2 处、养老服

务站 10处，完成居家适老化改

造 600 户，“如康家园”实现镇

街全覆盖。“丹优助”获评山东

省优秀社会救助品牌，成功创

建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试

点县。送戏下乡 744 场，放映

公益电影 5292场。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PM2.5、PM10
浓 度 分 别 改 善 4.7% 、9.8% 、

3.3%，改善率居全市前列，空气

优良天数增加 6 天、达到 221
天。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城

市排水“两清零、一提标”和 74
个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完成，

省控断面水质稳达Ⅲ类标准。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据悉，2024年，牡丹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4.5%，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9%，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7.5%，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8%，进出口总额增长

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 6%、8%，节能减排和

大气、水环境质量确保完成市

下达的目标任务，安全发展水

平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