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山东省招考信息

１．１　考试政策 （１）……………………………………………………………………………

　山东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公告 （１）………………………………………………………

１．２　考试科目 （３）……………………………………………………………………………

１．３　考试要求分析 （３）……………………………………………………………………

第二章　山东省招考必备

２．１　山东省省情 （５）…………………………………………………………………………

　２．１．１　历史概况 （５）……………………………………………………………………………

　２．１．２　自然环境 （７）……………………………………………………………………………

　２．１．３　经济和社会发展 （８）……………………………………………………………………

２．２　政策文件 （１０）…………………………………………………………………………

　２．２．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１０）………………………………

　２．２．２　２０１１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１４）……………………………………………

　２．２．３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２３）……………………

　２．２．４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２６）…………………

　２．２．５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２９）………

２．３　时政一览通 （３１）………………………………………………………………………



书书书

００１　　　　

第一章　 山东省招考信息

１．１　考试政策

山东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公告

根据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组通字〔２００９〕２１号）和省委组织部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意见（试

行）＞的通知》（鲁组通字〔２００９〕１８号）精神和有关要求，现将我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第一章　选聘对象及条件

选聘对象为３０岁以下（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以后出生）、山东生源或具有山东常住户口、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生除外），重点是应届毕业和毕业１至２年的本科生、研究生，原则上

为党员（含预备党员），非党员、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优秀高校毕业生也可选聘。

选聘的基本条件是：

（１）思想政治素质好，作风踏实，吃苦耐劳，组织纪律观念强；

（２）学习成绩良好，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３）自愿到农村基层工作；

（４）身体健康。

参加我省“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活动期满和各地自行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

业生，考核称职，符合上述年龄、学历条件，经县级主管部门（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选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选聘：

（１）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２）违纪违法或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３）曾被开除公职或在大学期间被学校给予纪律处分的；

（４）不能在规定学制内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

（５）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省委组织部组织选聘录用的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

（６）影响选聘的其他情况。

各市在本《公告》规定的基础上，制定选聘工作《补充规定》。报名时请认真阅读各市《补充规定》，按照各

市确定的具体要求和条件报名。

第二章　选聘程序

选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按照个人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

基本程序进行。

１、个人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符合选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ｂｙｓ．ｃｎ／，以下简称“报名网站”），如实填写、提交相关个人信息资料，上传电子照片（近期正

面免冠证件照，ｊｐｇ格式，２０ｋｂ以下）。不收取报名费。

２、资格审查。各市根据报考人员提交的信息资料，进行资格初审。考生的报名信息一经资格初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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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更改。资格审查贯穿选聘工作全过程，任何环节发现不符合选聘条件的，随时取消选聘资格。

３、网上报名确认。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登录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确认，过时未进行报名确认的，视作报

名无效。

从报名开始，考生登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考试时间、地点以及考场安排等事项见准考证）。同时

可下载打印《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报名表》（一式二份，Ａ４纸）。

４、笔试。笔试科目为综合知识，主要考查考生从事农村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

等。全省统一命题，在各市分别设置考点。考生参加笔试时，必须同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

根据考生报考志愿和笔试成绩，各市按照规定的进入面试人员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面试人员。

在报名网站公布笔试成绩和参加面试人员名单，同时公布面试的时间、地点等事项。

５、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由各市统一组织。进入面试的考生，必须同时携带本人身份证、笔试

准考证和《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报名表》等有关材料，按照所报考市的要求进行面试和资格审查。

按照笔试、面试成绩各占５０％的比例，计算综合成绩。各市根据规定的进入体检人员比例，从高分到低

分确定参加体检人员。体检时间、地点由各市另行通知。请考生注意查看报名网站和面试考场的相关信息。

６、体检。安排在面试后进行，由各市自行组织。体检标准由各市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的有关规定确定。

７、考察。由各市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方式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

８、公示。凡考察合格的，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聘用人员，在报名网站公示。

９、聘用。各市根据公示情况，确定聘用人员，在报名网站公布，并通知到本人。７月底前，各市统一办理

聘用手续。聘用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不办理聘用手续的，视为主动放弃应聘；出现的空缺名额，从

考察合格人员中按综合成绩高低一次性递补，并在报名网站公示。

选聘工作请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同时聘请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监督。

第三章　选聘任职

按照有利于管理服务、有利于开展工作、有利于培养锻炼的原则，根据聘用人员特点和所学专业，合理安

排任职村和工作岗位。重点派往有一定工作基础、班子坚强、村风民风较好的村。自愿回原籍所在县（乡镇、

村）任职的，优先安排。

聘用人员是正式党员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务；是预备党员或非党员的，一般安排担任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是共青团员的，可安排兼任村团组织书记、副书记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被

大多数党员和群众认可的，可按照有关程序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

第四章　政策待遇

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享受以下政策待遇：

１、比照本地乡镇机关直接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的同等学历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确定工

作、生活补贴标准，按月发放。

２、聘用期间，按照当地对事业单位的规定，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其中在建立了补充性医疗保险制度的地

方，应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办理补充性的医疗保险。

３、符合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规定、聘期考核称职的，其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国家代为偿

还。具体代偿办法按省里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在村任职２年以上，考核称职，具备当年度选调生报考条件和资格的，经组织推荐，可参加选调生统一

招考。

５、在村任职２年后，考核称职，３年内报考我省县级及以上机关公务员的，笔试成绩加４分；报考乡镇机

关公务员的，笔试成绩加８分；参加地级以上市、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５分；参加县乡各类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１０分。

６、在村任职２年后，考核称职，３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１０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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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被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聘用）后，在村任职并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限可计算工

龄，在村任职期间参保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前后合并计算。

８、到经济欠发达县的村任职的，户口可留在现户籍所在地，也可根据本人意愿迁往工作地。

第五章　管理服务

１、聘用人员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系非公务员身份。正式履职前，县级组织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与聘用人员签订聘任合同。其人事档案由县级组织部门管理或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

属人才服务机构免费代理，党团关系转至所在村。

２、聘用人员考核工作由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团委负责，乡镇党委具体组织实施；日常管

理、联系、服务等工作由乡镇党委、团委和村党组织负责。

３、聘用人员在村工作期限原则上为３年。工作期满后，经考核称职、本人自愿，选聘单位同意，可继续聘

任。不再续聘的，引导和鼓励其自主就业、创业。

４、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安排聘用人员食宿及日常生活，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

５、聘用人员聘用期间必须在村里工作，乡镇及以上机关、其他单位均不得借调使用。

６、聘用人员在聘用期间因违反管理规定或个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予以解聘。被解聘的人员，不再享受有

关政策待遇。

本《公告》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１．２　考试科目

由于山东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考试为全省统一组织命题，按照山东村官（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

职）公告要求，其考试目为《综合知识》，笔试考试采取闭卷的方式，所有职位考生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由于是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考试，因此笔试部分除了考查综合知识之外，还会涉及农业农村工作知识的相关

内容。

１．３　考试要求分析

为了使山东省广大的考生全面的了解考试科目的命题规律，现就《综合知识》和《农业农村工作知识》考

试要求分析如下：

１．３．１　综合知识考试要求分析

山东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综合知识考试主要测查考生对其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履行应该必备的能力和素质。一般情况下，考试都会涉及以下内容：

党和国家的农村方针政策、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公民道德与职业道德、法律、管理、经济、自然、科技、人文、地理以及山东省省情等等。

考试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公文实务题（公文改错题或公文处理题）、综合分析题、公文写作题等。

从山东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考试的历年综合知识的考试情况来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部分

涵盖了政治、法律与公文写作、经济与科技、历史、职业道德等各个方面，备考难度大，但是一旦掌握了这些知

识，考试过程就显得简单了。而综合题部分考查范围一般涉及行政法、民法、行政管理和经济等方面，是对考

生掌握知识情况的集中考查。公文写作题一般是以主观题的形式进行考查。

１．３．２　农业农村工作知识考试要求分析

山东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农业农村工作知识考试主要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主要测查考生对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农村农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运用，对农业生产经营、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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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其中，所涉及的政策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内容繁多，考生需要对农业法、土地管理

法、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所掌握。

客观题部分：客观题不管其题型如何变幻，其考查范围多是对基本知识的考查，如农业农村基础知识、基

本的法律法规知识以及三农政策的最新政策动向等，大都是需要强加识记的内容。

主观题部分：主观题与客观题的考查方式不同，所涉内容多与农业政策联系紧密，主观性强，综合性强。

考生要注重相关农业农村工作知识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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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东省招考必备

２．１　山东省省情

２．１．１　历史概况

山东，金代以前为地理概念，泛指崤山、华山或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金代大定八年（１１６８
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遂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明代山东布政司（又称行省）管辖６府、１０４县，大

致奠定了今山东省行政区域范围。清代山东基本沿袭明代山东的版图，称山东省。因西周封邦建国时，今山

东境内曾存有齐、鲁、曹、滕、卫诸国，周公旦封于鲁，所以现在山东又简称“鲁”。

清末，山东省有济南、东昌、泰安、兖州、沂州、曹州、登州、莱州、青州、武定１０府，济宁、临清、胶州３个直

隶州，共辖８个散州９６个县。中华民国初期，划分为济南、济宁、胶东、东临４道，属县１０７个。１９２８年废道，

各县直属省。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军侵占山东，国民党省政府流亡。１９３８年７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发出关

于恢复县、区、乡政权的指示，到年底有１２个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１９３９年７月，中共山东分局将山东划

分为３个区和２个特区：胶济路南、陇海路北、津浦路东为一区，津浦路西为二区，胶东为三区，湖西、清河为特

区。１９４０年８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下辖１６个专员公署，８８个县。１９４３年９月，山东省战时

工作推行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下设５个主任公署及滨海直属专员公署，共辖１８个专署和９２个

县级政权。１９４５年８月，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下设５个行政公署，共辖２１个专署、１１９个县。

山东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沂源人”，可以把山东的历史上推到四五

十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滕县北辛文化，距今也有七千年左右。举世闻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汶

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在山东首先发现的。自夏朝开始，山东进入奴隶制社会。商朝建立以前，山东是商族

活动的中心，商前期的五次迁都，有三次在山东境内。商朝建立后，山东仍是其统治的中心地区。西周实行

“封邦建国”之策，封吕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另外尚有曹、滕、卫诸国。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

民多归”；鲁国融合周文化与东方文化，为“礼仪之邦”。

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的“初税亩”，表明在鲁国已出现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六国，建

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齐是最后被灭的一个诸侯国。自此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山东地区虽有时

也曾为割据势力所盘踞，但总的来说，则是属于历代封建皇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山东地区素以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著称于世。秦汉时期，今山东地区号称“膏壤千里”，农业经济发达，

所产粮食不断溯黄河西上，运往关中地区。西汉时期，山东地区有人口１７００余万，户３９０万，占全国当时人口

的３０％，人口密度居全国首位。后来虽经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破坏，但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山东仍不失为经济中心。隋初，山东各州县遍置粮仓，户口占全国总户数的２１％。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每年

要将山东几百万石粟米漕运至关中。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

二百”。到了唐后期，虽经战乱，但山东农业生产仍在发展，“田畴大辟，库仓充积”。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承

受的封建剥削尤重，并不断遭受外来的侵扰和野蛮统治，经济处于滞退状态。元代山东有３８万户，１２６万人，

与金代相比，户减约７５％，人口减约８７％。明初，“多是无人之地”，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奖励人民垦荒的措施，

到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时，山东耕地面积达到７２４０万亩，为北宋时期的２．４倍，居全国第三位。清康熙年

间又增至９０００万亩。

山东的冶铁业起源很早，春秋初年，齐国已使用铁制农具。西汉时，武帝在全国设置铁官４８处，山东就有

１８处。唐朝的兖州是矿冶中心，莱芜有铁冶１３处、铜冶１８处。北宋时莱芜铁冶规模更加扩大，与江苏利国

监同为京东两大铁冶中心。明朝初年，山东年产铁３１５万余斤，居全国第三位。山东的其他矿产也很丰富，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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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登、莱二州产金，元丰年间登州、莱州的黄金产量占全国的９０％。明初，济南、青州、莱州三府岁采铅３２万

余斤。清朝山东煤矿已大量开采，最著名的是峄县煤矿，乾嘉时期，北运京师、奉天，动辄数百万石。

山东的纺织手工业举世闻名。战国时期，齐国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是汉代

三大纺织中心。所产纺织品数量多、质量好，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西域等地。因此，当时山东地区

是“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之一。唐代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纹绫，都是驰名全国的纺织品。宋代在青州设

立织锦院，专门织造高级纺织品。宋神宗时，在山东“和买”绢帛，每年达３０万匹左右。明清时期，济南、济宁、

临清等城市都有较发达的纺织手工业，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

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山东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

夺，近代山东经济形成畸形发展的局面。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顽固地保存着，土地集中的现象普遍存

在。在封建势力盘剥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洋货在山东的倾销，使大量手

工业者和小商贩破产失业。农民日趋贫困，自然经济逐渐瓦解。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山东也

出现了近代工业。在济南有从事军工生产的机器局；在枣庄、淄川、平度等地有煤、铅、金等矿业生产；在烟台

有张裕酿酒公司、缫丝厂、蛋粉厂等轻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山东民族工业曾

一度得到发展。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达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后，山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区，他们重点掠夺山东的“二白二黑”，即食盐、棉

花和煤、铁。对战火中余存的工业，他们采取“军事管理”“中日合办”等手段加以夺取，迫使大部分民营工业陷

于绝境。在农村他们强占土地，征调劳工，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据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的不

完全统计（缺当时未解放地区，鲁中、鲁南新解放区，部分机关的数字），八年抗战期间的损失：死亡６６８１４３人，

抓壮丁３９３２５９人，掠走牲畜１０７９７９２１头，粮食１１７８４８６公斤，农具２５４２８４４件，烧毁房屋１１５１１８６间。山东

地区小麦等１１种作物耕种面积１９４１年比战前减少１６％，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烟草均减产５０％以上，农业

遭到极大破坏。农村手工业进一步衰落。整个经济濒于崩溃。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山

东国统区的经济陷于全面崩溃。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解放区，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得以发展壮大。建立

了财税金融贸易机构，发行解放区货币，进行了排挤敌伪货币的斗争，开展输入输出贸易，繁荣解放区市场。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及之后的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山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古代文化的中心。这里曾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墨子、荀子、庄子、郑玄、仲长统

等；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管仲、晏婴、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诸葛亮、戚继光等；在历史学方面，有左丘明、

华峤、崔鸿、马骕等；在文学方面，有东方朔、孔融、王粲、徐干、左思、鲍照、刘勰、王禹偁、李清照、辛弃疾、张养

浩、冯惟敏、李开先、李攀龙、蒲松龄、孔尚任、王士禛等；在艺术方面有王羲之、颜真卿、李成、张择端、高凤翰

等；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鲁班、甘德、刘洪、何承天、王朴、氾胜之、贾思勰、王祯、燕肃等；在医学方面，有扁鹊、淳

于意、王叔和等。他们的思想、理论、智慧和学术成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文化的

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山东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春秋末期，就有以跖为首的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在漫长的封建

社会中，山东人民无数次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著名的有新莽末年的赤眉大起义，东汉末年青

州黄巾起义，隋末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及窦建德、孟海公、杜伏威、刘黑闼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很快在全

国范围内卷起农民革命的风暴。唐末黄巢大起义，推翻了唐王朝的统治。北宋末年有宋江农民起义。明代

有唐赛儿、徐鸿儒起义。清中叶以前有于七、王伦等人领导的起义。近代则有幅军起义及捻军斗争，山东还

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山东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山东成立了早期

的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全国建党最早的省份

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在阳谷、高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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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益都、日照、苍山、昆嵛山等地举行武装暴动，反对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支援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爆发后，山东人民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鲁南、湖西等抗日武

装起义，创建了胶东、渤海、滨海、鲁中、鲁南五个解放区，至１９４５年５月下旬，人民武装力量已发展到２１．３万

人，民兵４１万人，在八年抗战中共歼灭日伪军４３．９万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人民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

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进行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潍县、济南等著名战役。截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山

东军民在解放战争中共作战１０９７０次，歼敌５６９５７４人。１９４９年６月，山东全境解放。

１９４９年３月，山东省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政府，下辖１４个市（包括济南、青岛、徐州、潍坊４个省辖市）、

１４０个县、２个办事处、２个特区。１９５０年，将１６个专区合并为滕县、临沂、泰安、沂水、德州、惠民、淄博、昌潍、

胶州、莱阳、文登１１个专区。

１９５２年，平原省撤销，所属聊城、菏泽、湖西３个专区２９个县划归山东。原河北省临清、馆陶、恩城、夏

津、武城５个县划归山东。而将山东的东光、吴桥、宁津、庆云、盐山、南皮６个县划归河北；徐州市、新海连市

及丰、沛、华山、铜北、赣榆、邳、东海等县划归江苏。

１９５３年６月，滕县专区更名为济宁专区。７月，撤销湖西专区和沂水专区，将其所属县市分别划归济宁、

菏泽和临沂专区。１９５４年１２月，撤销淄博工矿区，设立淄博市。１９５８年，莱阳专区更名为烟台专区。１９６０
年，撤销峄县，设立枣庄市。１９６３年，河南省东明县划归山东。１９６４年，范县划归河南。１９６５年，馆陶划归河

北，河北省的宁津县、庆云县划归山东。１９６７年，专区更名为地区，全省共辖德州、惠民、昌潍、烟台、临沂、泰

安、济宁、菏泽、聊城９个地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４个省辖市，５个县级市，１０７个县。

１９８１年５月，昌潍地区更名为潍坊地区。１９８２年１１月，设立省辖东营市。１９８３年，撤销烟台地区、潍坊

地区、济宁地区，设立地专级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１９８５年，撤销泰安地区，设立地专级泰安市。１９８７年，

威海市升为地专级市。１９８９年，日照市升为地专级市。１９９２年，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莱芜市升为地专

级市。１９９４年，撤销临沂地区、德州地区，设立地专级临沂市、德州市。１９９７年，撤销聊城地区，设立地专级聊

城市。２０００年，撤销滨州地区、菏泽地区，设立地专级滨州市、菏泽市。

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划分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

州、聊城、滨州、菏泽１７个地级市，县级单位１４０个（市辖区４９个、县级市３１个、县６０个），乡镇级单位１９３１
个（街道办事处４６０个、乡２７７个、镇１１９４个）。

２．１．２　自然环境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黄河下游，省会城市济南市。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陆地南北最长约４２０公里，

东西最宽７００余公里，面积１５．７万平方公里。境域东临海洋，西接大陆。水平地形分为半岛和内陆两部分，

东部的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屹立在

渤海海峡，是渤海与黄海的分界处，扼海峡咽喉，成为拱卫首都北京的重要海防门户。西部内陆部分自北而

南依次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４省接壤。

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的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在境内自东南向西北纵贯鲁西平原，黄河在境内自

鲁西南向东北斜贯鲁西北平原。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济宁等城市设有机场，山东的航空企业开辟航

线２９０多条；山东铁路以京沪、胶济线为主体，与京九、菏兖石两线形成两纵、两横铁路干线；山东公路交通居

全国首位，高速公路贯穿全省各市，县乡公路实现村村通；山东拥有沿海港口２６个，开通有国际国内航线，构

成了境内海、陆、空立体交通。

山东地形，中部突起，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半岛大都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区；西部、北部是黄河

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境内山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１５．５％，丘陵占１３．２％，洼

地占４．１％，湖沼平原占４．４％，平原占５５％，其他占７．８％。山东的河流分属黄河、海河、淮河流域或独流入

海。全省平均河网密度为０．２４公里／平方公里，长度在５公里以上的河流有５０００多条，其中，长度在５０公里

以上的１０００多条，较重要的有黄河、徒骇河、马颊河、沂河、沭河、大汶河、小清河、胶莱河、潍河、大沽河、五龙

河、大沽夹河、泗河、万福河、朱赵新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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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湖泊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总面积１４９６．６平方公里，蓄水量２３．５３亿

立方米。较大的湖泊有南四湖（由南而北依次为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和东平湖。

山东的海岸线全长３０２４．４公里，大陆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１／６，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沿海

岸线有天然港湾２０余处；有近陆岛屿２９６个，其中庙岛群岛由１８个岛屿组成，面积５２．５平方公里，为山东沿

海最大的岛屿群；沿海滩涂面积约３０００平方公里，１５米等深线以内水域面积１．３万余平方公里，近海海域１７
万多平方公里。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海上运输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上，都将大有作为。

山东的气候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１１℃～
１４℃，全省气温地区差异东西大于南北。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在５５０毫米～９５０毫米之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全省光照资源充足，平均光照时数为２３００小时～２８９０小时，热量条件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的需要。由于

降水量６０％以上集中于夏季，故易形成涝灾，冬春又常发生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

２．１．３　经济和社会发展

１．城乡建设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率达到４８．３％，比上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继续推进城乡规划全覆盖，编

制完成了１７个设区城市和９１个县（市）规划，编制完成了全省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

规划、乡镇总体规划和中心村建设规划。

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实施。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竣工４６１．８万平方米，交付５．６万套，廉租住房建设竣工

４２．４万平方米，交付８４２９套。所有县（市、区）将廉租住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增廉租住

房保障２．６万户，廉租住房保障户数达到８．１万户。

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积极推进。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在全省范围内启动，“百万农户建新房”工程

开始实施。启动农房建设１０４万户，其中，整村改造村庄３４００多个，改造危房１８．９万户。

城市承载能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８２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６％。新建污水处理厂１６
座，新增日污水处理能力５８万吨，城市和县城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８３％。新增无害化垃圾日处理能力２８００
吨，无害化处理率７０％。新增日供水能力４８万吨，供热面积４８７８万平方米。

城乡环境面貌改善。济南大明湖新景区、潍坊白浪绿洲湿地公园等综合治理工程顺利完成。城市棚户

区改造２７０万平方米、４万套（户），新增道路面积３４７５万平方米、绿地面积８６０６公顷。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全

国园博会和第七届全国花博会。新增国家级园林城市５个、国家级园林县城３个、国家级园林城镇１个。

２．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业全面增长。农业增加值１８８３．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７％；林业增加值７１．３亿元，增长９．８％；

牧业增加值６９１．１亿元，增长５．２％；渔业增加值４５９．８亿元，增长６．１％；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１２１．０亿

元，增长１０．１％。

主要农牧产品质优量增。粮食连续七年实现增产，总产量达到４３１６．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３％。农产品

质量不断优化，小麦和玉米全部实现优质化。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分别达到８００万

亩、１１６０万亩和５１万亩。畜牧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林业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新增造林面积２７３．３万亩，新育苗３５．２万亩，全民义务植树１．８亿株。防控

美国白蛾成效显著，压缩发生面积１１０万亩，重点防控区有虫株率下降到０．５％以下。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

在０．０１‰以内。２８个县（市、区）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渔业生产稳步推进。水产品总产量７６５．４万吨，比上年增长４．８％。其中，海水产品产量６３８．２万吨，增

长４．７％；淡水产品产量１２７．２万吨，增长５．３％。优质水产品稳定增长，海参、对虾产量分别达到６．３万吨、

１２．８万吨，分别增长３．３％和９．４％。新建国家和省级健康养殖示范区５７处，面积达７万公顷。制修订渔业

标准４９项，省级标准化示范面积占养殖总面积的４０％以上。新认证无公害水产品１６１个，认定产地８１个。

新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１２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农机装备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机总值６４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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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农机总动力达到１．１亿千瓦，增长６．５％。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除险加固小型水库１４４６座；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７３４５．５万亩，增长０．６％，其中，节水灌溉面积３２１６万亩，增长３．３％。村镇建设快速发展。完

成投资１０５０亿元，增长５７％；村镇道路硬化率达６５％，提高５个百分点。通自来水率为８８．７％，新增沼气用

户５５万户。

３．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生产企稳上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４３５５７家，比

上年增加５３６９家，增长１４．１％。按生产法与收入法加权计算，实现增加值１８８４７．８亿元，增长１４．９％，提高

１．１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长１２．１％，回落１．１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１６．２％，提高２．１个百分点；非公有

工业增加值１３６０８．４亿元，增长１８．４％，提高１．３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７０６７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３％；实现利

润、利税分别为４３９０．４亿元、７２５３．４亿元，分别增长１４．４％和１２．９％。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２８６．６，

提高２６．４点。产销衔接良好，产销率９８．５％，提高０．２个百分点。扭亏成效显著，企业亏损面为６．２％，比上

年收窄０．９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减少５７．５％。

工业结构逐步优化。制造业发展较快，实现增加值１６８３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９％，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由上年的８６．３％提高到８９．３％；实现利润３７８７．０亿元，增长２６．３％，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比重由７７．

９％提高到８６．３％。装备制造业增加值５４０２．８亿元，增长１８．２％，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２６．１％提高到２８．

７％。十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４３．５％，比重下降３．７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持续上

升，实现产值２３５５８．７亿元，增长１８．２％，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３２．９％，比重提高２．２个百分点。

工业产品产量增长面扩大。在国家重点调度的１２０种工业产品中，产量增长的有１００种，占８３．３％，比

上年提高１２．５个百分点。实施“家电下乡”和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拉动了部分相关产品产量大幅提高。

其中，汽车产量达到１００．０万辆，比上年增长４２．５％；彩色电视机增长２６．９％；家用电冰箱增长１５．１％；家用

洗衣机增长２３．３％。

建筑业生产效益增长加快。全省资质三级及以上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４５７８．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８％，提高４．６个百分点；实现利税３６３．６亿元，增长１９．５％，提高２．８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１２０４．６亿元，增长２７．４％；实现利税７５．０亿元，增长２２．２％；非国有企业完成建筑业总

产值３３７３．７亿元，增长１７．３％；实现利税２８８．６亿元，增长１８．８％。

４．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事业稳定健康发展。义务教育水平稳步提高。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９９．９８％，初中三年巩固率

达９９．２０％。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农村小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分别提高到４００元、６００元。

继续实施职业教育“十、百、千”建设工程，完成“十一五”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项目１１４个。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全面建立，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补助金额分别达到９．０亿元、１．

４亿元、７．２亿元和６．１亿元。

文化事业协调推进。全省拥有博物馆９６个，公共图书馆１４７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１５６个。拥有各种

艺术表演团体１１９个，艺术表演场馆９０个；新建市、县文化设施４８处，乡镇综合文化站５７２处。国家级、省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分别发展到６家和７１家，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１个。出版各类图书１１２４１
种、报纸８５种、杂志２６２种。成功承办第十九届全国书博会，现场销售额达１２９０多万元，创历届全国书博会

之最。广播人口覆盖率为９８．０％，电视人口覆盖率为９７．９％。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影院达６５家，票房收入

１．６亿元，增长４８．６％，创造了３０多年来电影票房增长的新纪录。参与投资、制作的多部影视剧作品获奖。

卫生服务能力继续提高。全省拥有卫生机构１．５万所（不含村卫生室），其中，医院、卫生院３０２９所，妇幼

保健机构１４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１７３个。各类卫生机构拥有床位３２．２万张，卫生技术人员４０．７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１６．９万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２１９０处，新增３１７处。完成村卫生

室建设项目２．２万所，建筑面积２３９万平方米。广泛开展惠民医疗服务，启动免费白内障复明、唇腭裂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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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惠民计划，惠及群众５２９万人次。

成功承办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十一运会上，获得金牌６３枚、银牌４４枚、铜牌４６枚，总分３２２０分，打

破４项亚洲纪录、５项全国纪录，创２项全国青年纪录，金牌数、奖牌数和总分均列全国第一，实现了全省竞技

体育历史性突破。十一运会的举办，带动全省群众体育运动蓬勃开展。共新建和改造比赛、训练场馆１２９个，

新增体育设施面积２２０万平方米、观众坐席５３万个。１７个市都建设了全民健身中心，城镇群众体育设施增

长５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４０％以上的行政村。

２．２　政策文件

２．２．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

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

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旱灾害，造成

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暴露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水利建设。现就加快水利改革发

展，作出如下决定。

１．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地位

（１）水利面临的新形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水利工作，领导

人民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突出

贡献。但必须看到，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水情。洪涝灾害频繁仍然是中华民族

的心腹大患，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

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

展，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大，我国水利面临的形势更趋严峻，增强防灾减灾能力要求越来越迫切，强化水资源

节约保护工作越来越繁重，加快扭转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局面任务越来越艰巨。２０１０年西南地区发生特大

干旱、多数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部分地方突发严重山洪泥石流，再次警示我们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

（２）新形势下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

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

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

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把水利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快农田

水利建设，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

２．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１）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

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

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

（２）目标任务。力争通过５年到１０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

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重点城市和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明显提高，抗旱能力显著增强，“十二五”期间基本完

成重点中小河流（包括大江大河支流、独流入海河流和内陆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全面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

在６７００亿立方米以内，城乡供水保证率显著提高，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０．５５以上，“十二五”期间新增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４０００万亩；基本建成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改善，城镇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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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地下水超采基本遏制；基本建成有利于水利科学发

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

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

（３）基本原则。一要坚持民生优先。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推动民生水利新发

展。二要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兴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并重、治标治本兼顾，促进流域与区域、城市与农村、东中

西部地区水利协调发展。三要坚持人水和谐。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

有效保护水资源。四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公共财政对水利发展的保障作用，形成政府社会协同治水兴水合

力。五要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破解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３．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

（１）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结合

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实施，在水土资源条件具备的地区，新建一批灌区，增加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实施大中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加强重点涝区治理，完善灌排体系。健全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中

央和省级财政要大幅增加专项补助资金，市、县两级政府也要切实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引导农民自愿投

工投劳。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

促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兴建中小型水利设施，支持山丘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

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发展节水灌

溉，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扩大节水、抗旱设备补贴范围。积极发展旱作农业，采用地膜

覆盖、深松深耕、保护性耕作等技术。稳步发展牧区水利，建设节水高效灌溉饲草料地。

（２）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要优先安排洪涝灾害易发、保护区人口密

集、保护对象重要的河流及河段，加固堤岸，清淤疏浚，使治理河段基本达到国家防洪标准。巩固大中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成果，加快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步伐，尽快消除水库安全隐患，恢复防洪库容，增强水资源调

控能力。推进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要坚持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抓紧完

善专群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加快实施防灾避让和重点治理。

（３）抓紧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加快推进西南等工程性缺水地区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坚持蓄引提与合理

开采地下水相结合，以县域为单元，尽快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引提水和连通工程，支持农民兴建小微型水利

设施，显著提高雨洪资源利用和供水保障能力，基本解决缺水城镇、人口较集中乡村的供水问题。

（４）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尽快健全防汛抗旱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反应迅速、协调有序、运

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加大投入，整合资源，提高雨情汛情旱情预报水平。建立

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着力推进县乡两级防汛抗旱服务组织建设，健全应急抢险物资

储备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建设一批规模合理、标准适度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立应对特大干旱和突发水

安全事件的水源储备制度。加强人工增雨（雪）作业示范区建设，科学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

（５）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到２０１３年解决规划内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十二五”期间基本解决新增

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饮水问题。积极推进集中供水工程建设，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有条件的地方延

伸集中供水管网，发展城乡一体化供水。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落实管护主体，加强水源保护和

水质监测，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制定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用地政策，确保土地供应，对建设、运

行给予税收优惠，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或农业排灌用电价格。

４．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１）继续实施大江大河治理。进一步治理淮河，搞好黄河下游治理和长江中下游河势控制，继续推进主

要江河河道整治和堤防建设，加强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综合治理，全面加快蓄滞洪区建设，合理安排居民迁

建。搞好黄河下游滩区安全建设。“十二五”期间抓紧建设一批流域防洪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不断提高调

蓄洪水能力。加强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提高城市排涝标准。推进海堤建设和跨界河流整治。

（２）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完善优化水资源战略配置格局，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尽快建设一批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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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工程和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提高水资源调控水平和供水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及配套工程建设，确保工程质量，适时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前期研究。积极推进一批跨流域、区域调水工

程建设。着力解决西北等地区资源性缺水问题。大力推进污水处理回用，积极开展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高

度重视雨水、微咸水利用。

（３）搞好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采取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坡耕

地整治、造林绿化、生态修复等措施，有效防治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强长江上中游、黄河上中游、西南石漠化

地区、东北黑土区等重点区域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水土流失防治。继续推进生态脆弱河流和地区水生

态修复，加快污染严重江河湖泊水环境治理。加强重要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江河源头区、湿地的保护。

实施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大力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建立健

全水土保持、建设项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等补偿制度。

（４）合理开发水能资源。在保护生态和农民利益前提下，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统筹兼顾防洪、灌溉、

供水、发电、航运等功能，科学制定规划，积极发展水电，加强水能资源管理，规范开发许可，强化水电安全监

管。大力发展农村水电，积极开展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和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搞好农村水

电配套电网改造工程建设。

（５）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加强水文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覆盖范围，优化站网布局，着力增

强重点地区、重要城市、地下水超采区水文测报能力，加快应急机动监测能力建设，实现资料共享，全面提高

服务水平。健全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力争在水利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上实现新突破，获得一批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大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

力度。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建立健全水利行业技术标准。推进水利信息化建设，全面实施“金水工程”，

加快建设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和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水资源调控、水利管理和工程运行的信息化水

平，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加强水利国际交流与合作。

５．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１）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力争今后１０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２０１０年高

出一倍。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各级财政对水利投入

的总量和增幅要有明显提高。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

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１０％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充分发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等土地整治资金的综合效益。进一步完善水利建设基金政策，延长征收年限，拓宽来源渠道，增加收

入规模。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严格征收、使用和管理。有

重点防洪任务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要从城市建设维护税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城市防洪排涝和水源工程

建设。切实加强水利投资项目和资金监督管理。

（２）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水利信贷资金。有条件

的地方根据不同水利工程的建设特点和项目性质，确定财政贴息的规模、期限和贴息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积极开展水利建设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业务。鼓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

社、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信贷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上市

和发行债券，探索发展大型水利设备设施的融资租赁业务，积极开展水利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等多种形式融

资。鼓励和支持发展洪水保险。提高水利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

（３）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间接融资方式，拓

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鼓励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统一规划基础上，按照多

筹多补、多干多补原则，加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力度，充分调动农民兴修农田水利的积极性。结合增值税改

革和立法进程，完善农村水电增值税政策。完善水利工程耕地占用税政策。积极稳妥推进经营性水利项目

进行市场融资。

６．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１）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抓紧制定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建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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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加强相关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水资源论证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

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要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求相适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制度，对擅自开工建设或投产的一律责令停止。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

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严

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尽快核定并公布禁采和限采范围，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采补平衡。强化水资

源统一调度，协调好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用水，完善水资源调度方案、应急调度预案和调度计划。建立和完

善国家水权制度，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

（２）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把节水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

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全过程。加快制定区域、行业和用水产品的用水效率指标体系，加强用水定额和计划管

理。对取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用水户实行重点监控。严格限制水资源不足地区建设高耗水型工业项目。落

实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加快实施节水技术改造，全面加强企

业节水管理，建设节水示范工程，普及农业高效节水技术。抓紧制定节水强制性标准，尽快淘汰不符合节水

标准的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

（３）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

湖排污总量。各级政府要把限制排污总量作为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工作的重要依据，明确责任，落实措

施。对排污量已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建立水功能区水质

达标评价体系，完善监测预警监督管理制度。加强水源地保护，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强化饮用水水

源应急管理。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

（４）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

工作负总责。严格实施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

约保护主要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的重要依据。加强水量水质监测能力建设，为强化监督考核提供技术支撑。

７．不断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

（１）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对城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和防洪

排涝等实行统筹规划、协调实施，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建立事权清晰、分工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

防治协调机制。

（２）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区分水利工程性质，分类推进改革，健全良性运行机制。深化国

有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好公益性、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基本支出和维修养护经费。中央财政对中西部

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给予补助。妥善解决水管单位分流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深化小型

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对公益性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经费给予

补助，探索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多种水利工程管理模式。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在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中的作用，引导经营性水利工程积极走向市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３）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职能明确、布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全

面提高基层水利服务能力。以乡镇或小流域为单元，健全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强化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农

田水利建设、水利科技推广等公益性职能，按规定核定人员编制，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大力发展农民用

水合作组织。

（４）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水价的调节作用，兼顾效率和公平，大力促进节约用水和产业结构调

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要逐步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拉开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水价差价。合理调整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稳步推行阶梯式水价制度。按照促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出、保障灌排工程

良性运行的原则，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探索实行农民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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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用水享受优惠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办法。

８．切实加强对水利工作的领导

（１）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切实加强水利工作，及时研究

解决水利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实行防汛抗旱、饮水安全保障、水资源管理、水库安全管理行政首长负责

制。各地要结合实际，认真落实水利改革发展各项措施，确保取得实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增强责

任意识，认真履行职责，抓好水利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的实施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尽快

制定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形成推动水利改革发展合力。把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层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农民

群众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２）推进依法治水。建立健全水法规体系，抓紧完善水资源配置、节约保护、防汛抗旱、农村水利、水土保

持、流域管理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全面推进水利综合执法，严格执行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水工程建设规划

同意书、洪水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等制度。加强河湖管理，严禁建设项目非法侵占河湖水域。加强国家

防汛抗旱督察工作制度化建设。健全预防为主、预防与调处相结合的水事纠纷调处机制，完善应急预案。深

化水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科学编制水利规划，完善全国、流域、区域水利规划体系，加快重点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强化水利规划对涉水活动的管理和约束作用。做好水库移民安置工作，落实后期扶持政策。

（３）加强水利队伍建设。适应水利改革发展新要求，全面提升水利系统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切实增强水

利勘测设计、建设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支持大专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水利类专业建设。大力引进、培养、选

拔各类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于水

利改革发展第一线，加大基层水利职工在职教育和继续培训力度，解决基层水利职工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广大水利干部职工要弘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更加贴近民生，更多服务基层，更好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４）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水利工作。加大力度宣传国情水情，提高全民水患意识、节水意识、水资源

保护意识，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水利建设。把水情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

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水利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为水利又好又快发展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对在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政府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奖励。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奋力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

２．２．２　２０１１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１．“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回顾

“十一五”时期，山东的发展进程极不平凡。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总要求，坚持积极

作为、科学务实的工作基调，攻坚克难，奋力前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全省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这是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五年。全省生产总值接连突破２万亿和３万亿，去年达到３９４１６．２亿

元，年均增长１３．１％，人均生产总值由“十五”末的２４００美元提高到６０００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２７４９．３亿

元，年均增长２０．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２３２７９．１亿元，年均增长２２．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４２１１．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８．９％；进出口总额１８８９．５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９．６％；实际利用外资累计４６３．９亿美

元。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这是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的五年。财政对民生投入累计达到７００４．５亿元，２０１０年民生投入占财

政支出总额的５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趋于完善，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１９９４６元、６９９０元，年均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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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１２．２％。累计新增城镇就业５５０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７１０万人。解决了５２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困难，近４００万户农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这是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五年。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投资结构逐年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趋

于协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传统产业调整振兴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３５．２％；服务业发展提质增量，增加值所占比

重比“十五”末提高４．３个百分点。“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这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的五年。“十一五”时期新开工铁路项目１８个，新增运营里程４３８
公里、在建３１５１公里，相当于１００年来山东铁路通车里程的总和；新增高速公路１１２２公里，通车里程达到

４２８５公里；港口吞吐量由“十五”末的４．１亿吨提高到９．２亿吨，机场客运量由９８６万人次提高到２２３７万人

次。覆盖全省的“五横两纵”５００千伏主网架已经形成，新增可用电力装机容量２７０７万千瓦，海阳核电一期开

工建设。１５８座大中型水库和３８８２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全面完成，南水北调和胶东调水工程进展顺利，

治淮东调南下续建主体工程全面完工。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对全省经济发展

的支撑保障作用进一步增强。

———这是城乡面貌发生明显变化的五年。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全

省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到２０．５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达到１５平方米；污水集中处理率由４９％提高到８５％，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５８％提高到８０％；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２．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行政村通

油路比例达到９９．２％，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９０％，农村电网改造全面完成，新建农村户用沼气１８６．８万户。

统筹城乡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五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１）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重要成果。注重把握宏观调控的方

向、重点和力度，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十一五”前半期，针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我们

认真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坚持在发展中相机调控、在调控中谋求发展，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近两

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各项决策部署，迅

速制定实施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２１条政策措施，启动了８５４６个重大项目建设，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遏制了增速下滑，实现了经济企稳回升。去年以来，我们正确处理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成为全国少数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以内

的省份之一，发展的协调性和内生动力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果进一步巩固。

（２）坚定不移地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同步提高。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五

年对“三农”财政投入累计４７１８亿元，年均增长３６．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着力培植高效

特色产业，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去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８６７亿斤，实现连续八年增产；农

产品出口达到１２７．１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３％。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企业

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五年累计完成技改项目３．７万项，技改投资２．６万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利税、利润年均分别增长２４．２％和２４％。推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突出支持十大重点领域，着力培育
“四大载体”，去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１４４２９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４％。旅游业总收入突破３０００亿元。下气力

推进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累计分别下降

２２．１％、２０％和１８％，省控５９条主要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

用地制度，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全省耕地面积保持在１．１５亿亩。

（３）坚定不移地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坚持把促进区域发展与培植产业优势

结合起来，区域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今年１月４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

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我省在一年多时间内获国务院批准的第二个国家层面

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起步顺利、开局良好，全区投资、进出口、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扎实推进，省会建设发展步伐加快。

重视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去年地方财政收入过１０亿元的县（市、区）达到７０个，其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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