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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杜文闻 通讯员 何文馨 郑超）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市民政局始终把“实”字贯穿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各方面全过程，用心用情用力保民生、兜底
线、办实事、促发展。

坚持统筹谋划，细处着眼实处落地。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将主题教育与模范机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业务争先进位等
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指
导督导、对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对接指导，做到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举办各类培训班3个、培训731人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3次。

坚持深学细悟，学思践悟筑牢根基。深入学习“理论武装
课”，细悟“党性必修课”，办好“为民实践课”，举办4期专题读书
班、4次中心组研讨会、2次青年联学，举办“民政大讲堂”3期，
组织党员干部到龙拱港、客商之家等重点项目拓眼界，谋深抓
实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措施。

坚持“四下基层”，扑下身子访难求策。推进政策宣传下基
层，组建覆盖市县乡村层面的5390人的政策宣讲团，做到走访
一名群众、带动一个家庭、辐射一个村居；推进调查研究下基
层，围绕救助、养老、慈善3个领域调研课题，走访民政机构26
家、推动转化制度机制9项；推进信访接待下基层，省民政厅转
送14件信访事项全部化解清零；推进现场办公下基层，破解堵
点卡点难点问题。

坚持真抓实干，加力提速推动发展。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
为主题教育的检验标尺，实施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在社会救助方面打出扩围增效、“一事一议”等政策组合拳，在
养老服务方面打造“孔孟之乡·孝当先”暖心品牌，在慈善事业
方面创新“慈善+”捐助模式。把办实事、解民忧作为根本落脚
点，开展“我为群众办一事”实践活动，累计认领实事152个。

坚持动真碰硬，全面检视靶向整改。坚持“开门找问题”，
组织召开新闻媒体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对照6个方面
梳理检视问题12个、制定36条整改措施；坚持“出门解难题”，
将主题教育作为推动巡察检查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契机；坚持

“上门搞服务”，开展“机关接地气、干部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
引导广大干部深入一线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

市民政局

实实在在办好
惠民利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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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向绿向未来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2月11日，强冷空气来袭，我市
迎来初冬的第一场雪。济宁港航跃
进港积极行动、提前部署，统筹做好
防寒、防风、除雪各项工作，对现场
作业人员、设备和集港疏运车辆进
行合理安排调配，全力保障港口正
常运营。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许国春 摄

防寒保畅
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 杨柳

济宁大安机场是全市上下关注、挂图
作战强力推动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是全省“三枢十三支”运输机场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济宁对外开放的重要支
点。据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宁
新机场项目负责人、济宁机场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宋训迪介绍，日前，
大安机场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行业验收，
将于12月28日转场通航。届时，济宁曲
阜机场将迁址为大安机场，调整相关航路
航线，济宁市将迎来第一个完全属于民航
的机场。

12月9日，记者探访了位于兖州区漕
河镇的济宁大安机场。驱车跑在宽阔的
机场连接线上，远远望去，一座雄伟壮观
的建筑展现在眼前，航站楼中间雄浑大气
的“济宁”两个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进
入机场大门，“大安机场”首先映入眼帘，
非常醒目。沿着机场高架，车辆直接到达
位于航站楼二楼的候机大厅。从外观看，
济宁大安机场的设计从济宁深厚的儒家
文化与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中汲取灵感，
航站楼屋面造型以“祥云璞玉”为设计理
念，暗含君子如玉的儒家精神，屋檐走势
如水、波浪起伏，象征着运河文化的流畅
与鲜活。走进航站楼，只见整面玻璃幕墙
闪耀着现代色彩，简洁、流畅的轮廓线展
现着现代建筑特有的力度。据介绍，大安

机场建设了旅客综合服务、行李查询、服
务引导等信息化系统，打造了智慧服务运
行平台，候机楼内自助值机、自助安检、自
助行李托运等全面信息化，旅客可实现全
流程刷脸通关。穿过智能化安检大厅，候
机大厅舒适宽大的座椅也充满了科技感，
每个座椅上自带充电设备，尽可能地为候
机的旅客提供便利。而各项人性化的设
施，在为不同人群提供热情、温馨服务的
同时，也将为旅客提供更专业、舒适的候
机体验。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机
场则是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站在塔台
上望去，整个大安机场尽收眼底，宽敞的
站前广场，可停放小汽车323辆、面包车
26辆、客车15辆，出租车停车场可停放出
租车162辆。据介绍，2020年10月，济宁
新机场正式开工建设；2021年11月，济宁
新机场航站楼主体工程完工 ；2022年，济
宁新机场获批命名为济宁大安机场 ，同年
6月，机场航站区工程通过竣工验收；2023
年5月14日，机场进行了投产首次飞行校
验工作，5月18日，进行首次降落与起飞
校验，9月15日，完成实地试飞……如今，
济宁大安机场转场通航在即。

济宁大安机场飞行区指标本期为4C、
远期为4E。飞行区新建1条长2800米、
宽45米的跑道，建设垂直联络道2条，设
置客机位17个（17C）。正式通航后，预计

2024年旅客吞吐量为150万人次，2025
年达到年旅客吞吐量260万人次和货邮
吞吐量7000吨的目标，2035年争取实现
年旅客吞吐量600万人次和年货邮吞吐
量4万吨的目标，成为山东地区极具竞争
力的高水平空港。济宁大安机场的通航
将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对
济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中心
城市首位度、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济宁大安机场将于12月28日转场通航

■■记者记者 陈硕陈硕 摄摄

扫
一
扫
，观
看
视
频

本报济宁讯（记者 鲍童）为民服务，公交优先。经半个月
的联调联试，2023年12月9日，济宁市公交卡互联互通平台全
面完成建设任务，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全市公交企业各卡种
的互认互刷，群众乘公交出行更加方便。

前期，我市15家公交企业各自发行老年卡、退役军人卡、残
疾人卡等免费卡种和学生卡、折扣卡等收费卡种，自成体系，互
不兼容，群众出门乘车必须携带多卡才能满足需求，给出行造
成极大不便。

为解决群众乘公交出行的“烦心事”，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市
委、市政府关于公交优先发展的决策部署，把公交“一卡通”作
为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济宁样板建设，于2022年率先在城区
开展了公交卡互联互通试点，实现了城区四家公交企业公交卡
的互认互刷，走在了全省前列。

为便捷全市群众乘坐公交出行，今年市委、市政府将全市
公交“一卡通”列入了2023年为民办实事。市交通运输局成立
工作专班，开展专题调研，并积极对接国内高水平技术团队，精
心研究技术可行性，制定工作方案，并组织指导各县（市、区）积
极筹措保障资金，有序开展刷卡系统改造升级。截至2023年
11月底，各县（市、区）顺利完成了公交车车载刷卡设备安装、支
付系统升级和公交卡互联互通平台建设任务。通过半个月的
全市联合调试，济宁市公交卡互联互通平台顺利通过测试并投
入使用，全面完成了全市公交“一卡通”建设。目前，济宁市公
交卡互联互通平台已覆盖全市15家公交企业运营的650条公
交线路、6131辆公交车辆，真正实现“一张卡”乘遍全市公交。

我市所有公交线路
实现“一卡通”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 通讯员 范勇）为确保全市智慧社
区建设取得实效，按照全省2023年智慧社区建设工作要求，12
月6日至8日，我市组织开展全市智慧社区复核评估工作。

市大数据中心组织成立了三个评估工作组，对各县（市、
区）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硬件设施、便民服务事
项、创新应用场景打造等指标进行现场复核评估，邀请了媒体、
社区人员、相关技术人员代表全程参与。经复核评估，各县
（市、区）较好地完成了今年智慧社区的建设任务，智慧社区各
类基础数据不断汇聚，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数字化
便民设施进一步完善，便民服务场景覆盖人群不断扩大。其
中，邹城市文博苑社区、汶上县坝口社区、任城区北门社区还分
别围绕惠民服务、社会治理、特色党建开展了标杆型社区建设。

济宁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段英杰表示，下步工作中，将强
化智慧社区建设整体设计，不断扩大智慧社区覆盖范围，加快
推动基础型智慧社区提质提效，整合完善社区各类服务资源，
将数据应用服务延伸到社区“最后一公里”。

全市智慧社区
复核评估工作启动

■新华社记者

读懂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数据最有说
服力。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
奋斗、锐意进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通过10组数据，记录经济社会前
进步伐，展现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
力和成就，揭示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必然。

超过120万亿元：经济实力实现
历史性跃升

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发展
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2013年至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59.3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年均增长
6%以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达
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
从43497元增长到85698元。

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年
均增长达到4.5%，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5个
百分点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

1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的“稳定
器”和“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
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
30%。

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
第一年。中国经济成功顶住外部压力、克服
内部困难，实现回升向好，前三季度GDP达
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全年预计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
诸多国际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
文·巴奈特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
最大引擎，贡献全球增长量的三分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
人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
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
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不
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超4亿：世界上规模最大中等收
入群体

10年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16500元增加到36883元，形成了超4
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
收入群体。

10年间，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
贫1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
口数量，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
贡献率超过了70%。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随着脱
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地和乡村振兴战略向纵
深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
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由2.88∶1降至2.45∶1。

当前，超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引领
中国消费市场实现“增量创新”。未来15
年，中等收入群体预计超过8亿，将进一步
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

44万亿元：消费“主引擎”动力
强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
可循环。

2013年至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23.8万亿元增长至44万亿元，稳
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
场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
部环境不确定性，着力锻造强大而有韧性的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2023 年，电影暑期档票房首次突破
200亿元，观影人次5.05亿；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8.26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同比增长71.3%；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
破1200亿件……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3.2%，其中三
季度贡献率升至94.8%，消费“主引擎”作用
进一步凸显。

拥有14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中等收入群体，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畅通循
环，这是中国经济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阔
步向前的底气所在。

激发民间投资信心，提振汽车、电子产
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提高“一老一小”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
动计划”……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一系列举措助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
力。（下转2版）

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全力保障困难群众
安全温暖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