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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建区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分明可以看
到那铿锵的改善民生步伐：30年来，随着城乡经济
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全区“家底”日益殷
实，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力度逐年增大。更为
可喜的是，在全区加速转型升级的当下，烟台开发
区将强区建设进程变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精彩篇章，
使“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全区广大群众的
切身感受。

“民生”二字，千钧之重。加快解决民生难题，
使发展成果最大强度惠及民众，既是广大群众的热
切期盼，也是历届工委管委的工作核心。

烟台市委常委、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王曰
义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力度，要千方百
计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使经济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群众。”“要采取有力
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要办好惠及广大群众的民生实事。”

“民生优先”，能够惠民的发展才有意义！
“民生最大”，能够惠民的发展才有活力！
民生幸福，从来不是存于高处和虚处，而是实

实在在的在群众生活中，在工委、管委正确的理
念、正确的决策、正确的把握时机之中。

工委、管委每办一件民生实事，群众就会多增
加一份幸福。从民生的菜单一再拉长，到城乡居民
收入增幅持续高于GDP增幅，释放的信号强劲而有
力：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就业、社保、治安
等，只要是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就是工委管委一
年的中心工作部署和解决重点。民生指向，已成为
烟台开发区衡量发展的最重导向。

这样的报告温暖人心：2009 年起，烟台开发区每
年提出的“为民服务办实事”项目都在不断增加，到
2013年，全区已累计落实实事近百件。特别是今年，烟
台开发区为民服务的教育、社保、就业、卫生、文化、保
障房等领域的实事更是达到16项。

这样的数字激动人心：近年来，全区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50%以上。今年，全区累计
民生投入达23.9亿元。其中，教育投入7.2亿元，社
会保障投入1.58亿元、医疗卫生投入1亿元，安居工
程投入近20亿元，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4.5亿元。

这样的举措鼓舞人心：继续实施困难学生补助和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作业本、校服、加餐、班车“四
免一补助”政策；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并投入
运营，启动建立东区居民健康档案；全区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由每年 280 元提高到 320 元，达
到全市最高水平；加快推进安置小区建设及旧村改造
工程，进一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加大就业再就业工
作力度，全年新增城镇就业3万人以上……

这样的效果群众欢心：去年以来，全区新建了4
所幼儿园和5所学校，深入全面地实施了免费学生乘
坐公交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穿上免费校服、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免费食用营养加餐、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使用免费作业本补助，以及资助贫困幼儿、学生
的“四免一补”政策。截至目前，全区街道、社区
室内外文化活动场地达14万平方米，农家书屋总藏
书20多万册，93个村居率先实现文化大院和农家书
屋“双百”覆盖。全面完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服
务范围从医院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进一步提高了城
乡低保、高龄老人生活津贴、社会散居孤儿生活费
以及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标准，实施残疾人居家
托养补贴制度，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力度；旧村
改造和安置小区建设全面提速……

遍地开花、统筹推进的民生项目让人目不暇
接，全区人民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而今，再次站在建区三十年新的起点上，烟台
开发区正在“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为
永不停歇的“发展号”巨轮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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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30年走过30年

2359元，这是八角街道百堡村82岁姜老太现在一个月的养
老金。

这样一份养老金，不仅能让老人过上了富足的晚年生活，
而且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跨越。目前，烟台开发区已有数万名农
民“转身”市民，同城里人一样可以按月领取工资或退休养老
金，几代农门渴盼的“老有所养”愿望，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曾经，城乡差距是烟台开发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
表现。可想而知，在全区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征程上，“瘸”着
腿走路，走不好更走不远。

“作为一个工业化新城，烟台开发区 GDP的增长、财政收
入的增加，虽然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农村与农业，但农村得不
到发展、农民的日子过不好，就会如同沙滩上的高楼，缺乏坚
实的根基。”区工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这题，必答；但是这题，难解！
发展，往往来自对时代的回应，源于对矛盾的解决；统筹

协调城乡发展，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更需要总揽全局的智慧。
这道题，在2003年终于开始破解。打开“农”门，以工业

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倾全区之力帮扶农村。
这一年，以惠农、利农、厚农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在

全区农村全面铺开，机关干部驻村帮扶，企业与村居结对共
建，“第一书记”入村挂职，工业项目辐射拉动，全区 47个共
建单位抓住繁荣集体经济、整治村容村貌、改善百姓生活、结
对困难家庭等重点，平均每年向农村投入 200万元以上……初
似细流，渐成气候，终至长效机制，全区农村经济、村居环
境、村民致富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然而，新农村建设只是解决了普遍性矛盾，没有解决特殊
性、关键性问题。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又哪来社会和
谐、幸福生活？

同在这一年，烟台开发区先后出台了“农转非”、“两保一

补”以及就业优惠等三个规范性文件，使全区数万名农民在一日
之间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身份“破篱”。三个文件瞻“前”顾

“后”，变“土地保障”为“社会保障”，配齐养老、就业、医
疗等各项保障待遇，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最为关切的失地不
失业、不失利、不失靠，社会保障更加牢固、群众生活更加
幸福。

海韵小区是烟台开发区西北部一处安置小区，居民来
自周边下刘家村、郑家庄、丰台村等10余个村居。梁永
照是原来八角街道办事处村民。整村搬迁的前一天，还
在担心今后不打渔吃啥。

梁永照的顾虑很快就消除了。他的 9间农房置换
到了 4 套楼房。他和老伴每人每月有近 1900 元的补
助，看病还能报销 80%，物业还给了个打扫活动室
卫生的工作，一个月800元钱，燃气、供暖都有补
贴，一个供暖季下来，还能“赚钱”。梁永照扳着
手指头算收入：“俺两口子一个月 4000 多块钱，
打渔一辈子，也没这么有钱过。”

梁永照只是烟台开发区众多失地农民中
的一个代表。截至目前，全区 6.6 万名失地农
民 参 加 城 镇 职 工 养 老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率
95.7%，其中 1.6 万人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平均待遇 1692 元/月；失地农民实现再
就业已达 4.07 万人，就业率达到 99%；已
开工建设安置小区 12 个，竣工面积 131
万平方米，住宅 11175 套，累计完成投
资约 80 亿元，近数万居民已迁入新
居；全区农民人均收入 1.9 万元，连
续多年位居全市首位。

“知屋漏者在
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实践证明，无论
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

进步，听民声、顺民意、
谋民利，才是持续发展和

腾飞之路最坚定的基石。
用双脚丈量民情，用真

心体察民意。到群众中去，到
居民家中，到田间地头……聆

听群众的幸福愿望，踏访民生
新诉求，满足群众新期盼，烟台

开发区在全市率先开展“大走访”
活动，以正视现实和面向未来的勇

气，不断刷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的民生高度。

探究其中，凝聚的不仅是工委
管委上下求索的智慧与执著，还有让

每一个开发区人都拥有最大程度幸福
感与满意率的矢志追求。

但愿苍生俱饱暖，一枝一叶总关情。
从 2010 年“干部下基层、作风上水

平”大走访活动拉开大幕，到今年的“轮
巡问民、服务基层”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全

区3000多名机关干部走出机关，俯下身子接
地气，身心并入下基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

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作
秀、求实效，办实事、解民忧，进一步转变作

风，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
尤其是今年，全区“大走访”活动再度“升级”。以

“轮巡为民，服务基层”为载体的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
众活动形成了长效机制，工委管委领导“一岗双责”，进

一步扩大走访覆盖面，广泛深入开展“三进三促”、“三送
三赠”活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

“送信息、送资源、送温暖”，面对面沟通、心贴心服务、实打
实办事，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全区呈现

出“经济发展、百姓幸福、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局面。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干部脚下的泥土有多厚，与群众

的感情就有多深。
“老嫂子，最近有啥要我们帮忙的……”一句嘘寒问暖的

话语，看似平淡，却使人如沐春风；几
句家长里短的关切，尽管平淡，却体现
出不辞细微察民情的真情。

大走访期间，机关干部不带茶杯，
与群众共饮一缸水；不坐车子，与群众
同走一段路；不摆架子，与群众同坐一
条凳；不夸夸其谈，多听群众一席话；
每个干部都有“民情日记”、每个部门
都有“网络服务平台”、每户居民都收
到“干群联系卡”……“我坚信，只要沉
下心到基层，常串门、常问访，掌握第
一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该为群众做
些什么，只要行动对头就能打动群众
的心。”3000多名机关干部的脚印留在
全区每个角落，居不落户，户不漏人，
一本本民情日记，记下的是群众期盼；
一件件服务实事，换来的是民心所向。

近年来，烟台开发区先后投入500
多万元解决了社区（村居）办公用房问
题；投入 660 多万元更新办公设备，改
善办公条件，并与卫生、警务、文化、体
育、养老等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在社区

（村居）建有各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
室、阅览室、文化大院等公共场所；投
入近500万元配备了种类齐全的体育、
健身等公益设施，及时为居民提供方
便、快捷服务。

时间有重量吗？
时间本无重量，但建区三十年来，烟台开

发区始终坚持“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
由群众共享”这一目标，交出了一份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

良医、老有颐养、住有佳居的“民生答卷”，让三十年的时间积蓄了沉
甸甸的重量。

时间有色彩吗？
时间本无色彩，但建区三十年来，烟台开发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广大城乡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趟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民生路径”，为三十年的时间绘上了绚烂的色彩。

时间有味道吗？
时间本无味道，但建区三十年来，烟台开发区始终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的理念，积累了全民参与、上下同欲的宝贵“民生经验”，令三十年的时间
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建区三十年，烟台开发区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力度逐年增大，用于民生
的新增财力已达到七成以上。尤其在区域转型升级的当下，开发区又将强
区建设进程变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精彩篇章，使“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成为全区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
从一片盐碱荒滩白手起家，到靓丽文明滨海新区的崛起，

三十年沧海桑田，城乡巨变。

烟台开发区市民健身休闲的天地广场 海 纳摄

烟台开发区为学生提供的免费校车 米 军摄烟台开发区为学生提供的免费校车 米 军摄

改善民生，幸福在路上

“身”入群心，脚步丈量真感情

工业“反哺”，三项政策解民忧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师
生联欢 米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