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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第二季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年度目标 第2季度目标
是否
完成

具体工作进展
未完
成原
因

下步工作打算
市政府
分管领
导

责任单位

1
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5.5%
左右。

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

判，加大调度推进力

度，巩固向好势头。

完成

围绕工业、消费、规上服务业、金融等

经济指标，组织有关部门加大监测分析

力度，组织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

会议，研究解决突出问题，通报各区县

主要经济指标情况，推动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1—5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0%，比1—4月份提高

0.5个百分点；限上批零住餐业销售额

（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6.5%、

13.4%、39.3%、26.5%；规上服务

业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2.4%，比1—4
月份提高0.7个百分点；全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和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同比分别

增长8.1%、25.4%；全市本外币存款、

贷款余额分别增长13.8%、12%，分

别列全省第2位、第 10位。

无

加强经济运行调度

监测分析，持续紧

盯工业、消费、规

上服务业、金融等

领域运行情况，及

时解决突出问题，

推动经济运行平稳

健康，为完成全年

目标奠定基础。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发展调度推进专

班成员单位

市统计局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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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8%以

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左右。
完成 1-6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 无

强化投资运行监

测，精准做好宏观

调控，根据区县投

资增速及结构特点

进行针对性指导；

与统计局做好对

接，及时了解并跟

进全市投资情况。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发展调度推进专

班成员单位

市统计局提供数据

6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

长 5.5% 以

上。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5.5%以上。
完成

经与国家统计局淄博调查队对接，上半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完成

目标任务。

无

开展居民收入指标

分析研判，找出薄

弱环节，确保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与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同步。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国家统计局淄博调查队

提供数据

7
全面完成省

下达的节能

减排约束性

指标。

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
完成

一季度统计数据为3.5％，完成目标，

二季度统计数据暂时未出，预计完成。
无

科学有序推进能耗

双控工作，确保完

成省里部署的能耗

强度下降任务目

标。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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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策划实施一

批既扩大短

期需求、又增

强长期动能

的重大项目，

突 出 抓 好

510 个省市

重大项目，完

成年度投资

1260亿元以

上。

累计新开工项目 140
个以上，累计完成投资

660亿元以上。

完成

1-6月份，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45个，

开工率59.2%.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662亿元，投资完成率52.3%。

无

对照尚未开工市重

大项目名单，逐一

梳理建设条件落实

情况，确保按期开

工建设。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12 制定项目跟

踪服务机制。

印发《重大项目要素服

务保障机制》。
完成 4月23日已印发。

坚持做好重大项目

要素保障，确保项

目要素资源需求应

保尽保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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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强煤电油
气运供应，保
障重点企业
稳定生产，促
进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
通。

加强煤电油气运工作
协调，保障全市能源行
业稳定运行。

完成

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准备工作，开展
统调电厂电煤库存核查；做好电煤中长
期合同监管，实行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
情况月调度；制定《2022—2023年淄博
市迎峰度夏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淄博
市城市照明节约用电方案》《淄博市城
市照明节约用电方案》《关于优化空调
负荷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
下发《关于做好2023年迎峰度夏（冬）
期间热电机组保供能力建设工作的通
知》；启动电煤日调度机制，当前全市
电煤可用天数为24天。2023年我市政
府 5天储气能力目标为 2800万立方
米，目前，已形成政府储气能力 2800
万立方米，完成政府5天储气能力目标
任务。

无

做好电煤中长期合
同监管工作；做好
电煤日调度，掌握
全市能源供应运行
情况；做好迎峰度
夏期间电力保供工
作。积极加强与中
石化合作，争取更
多政府储气能力指
标。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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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域融入黄

河重大国家

战略，布局实

施一批产业

发展、民生改

善、防洪减灾

重大项目，加

强与沿黄各

市在基础设

施、生态保护

等领域的合

作。

印发实施全域融入黄

河重大战略 2023 年

工作要点，调度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入库重点项

目建设，推动落实与沿

黄各市的合作事项。

完成

1.5月 10日，印发《淄博市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23年工

作要点》，按月调度推进落实。

2.按月调度我市黄河战略省级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重点项目投资进展、形象

进度，审查更新省新旧动能转换平台项

目数据，并形成月度监测报告报省。

3.持续推进黄河流域奶（肉）牛产业协

同发展平台、齐鲁云商大宗商品B2B服

务平台等沿黄省际合作项目建设。

无

继续做好 2023年

工作要点月调度工

作，抓好入库重点

项目建设进度，加

快推动与沿黄各市

的合作事项落地落

实。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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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用好省支持

沿 黄 25 县

（市、区）高

质量发展政

策，推动黄河

三角洲药谷

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建设。

1.医疗健康产业园二

期标准厂房及创新孵

化中心、综合服务中心

完成基础施工，开始主

体施工。2.康博生物等

2个项目基本完工。3.
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推进肽和生物等5
个产业项目建设。

完成

1.调度省支持沿黄 25县（市、区）高

质量发展政策进展情况，推进有关工作

落实。

2.医疗健康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及创新

孵化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全面开工，8

栋单体主体封顶，8栋主体施工，2栋基

础施工。

3.康博生物、欧迈医疗项目厂房已建成，

生产车间装修基本完毕，部分生产设备

进场安装，拟8月建成试生产。

4.肽和生物项目生产设备安装完成，进

行试生产准备；百微医疗、含贻百康、

乐沃希医疗3个项目开展车间内部装修

等，帝德尚烨、华茂药业2个项目进行

工艺设计及前期手续办理。

无

协调高青县加快推

进黄河三角洲药谷

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建设。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高青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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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推进济淄同

城化，建设经

十路东延等

互联互通工

程，积极对接

齐鲁科创大

走廊，加强市

域产业合作

和创新协同。

分解《关于加快推动济

淄同城化科创大走廊

先行区建设的意见》年

度任务。推进经十路东

延工程等互联互通工

程实施。

完成

1.制定印发《淄博市融入省会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2023年工作要点》，对济淄

同城化科创大走廊先行区年度建设任务

进行分解落实。

2经十路东延工程。既有用地范围桥梁

工程桩基完成36颗，占 6.6%，梁板预

制完成208片，占 18%，墩柱完成12
根，占4%；路基土石方完成 3万方。

无

落实《淄博市融入

省会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 2023年工作

要点》，调度推进

融入省会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济淄同

城化科创大走廊先

行区建设年度重点

任务。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推进济淄同城化及融

入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工作

专班成员单位

市济淄同城化科创大走

廊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

周村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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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用好国家和
省支持老工
业城市转型
发展系列政
策，策划实施
一批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
项目，助力老
工业区、革命
老区振兴发
展。

1.做好亟需用地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新

增计划指标预支及土

地组卷等相关工作，切

实加大项目用地保障。

2.及时推荐符合条件

的技改项目申报省级

政策支持。扎实推进革

命老区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

完成

1.确定首批亟需保障用地项目名单，并

与争取列入省重大项目名单有机结合，

确定争取省级指标与市级指标统筹结合

的保障方案，已为33个省市重大项目

预支市级新增建设用地指标2090亩、

省级指标811亩。

2.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技改项目申报省

级政策支持，2个项目列入省级“技改

专项贷”贴息项目公示名单。

3.扎实推进革命老区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沂河治理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已

完成招投标工作，上游段已经入场施工，

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3700万元；G341
黄海线鱼台至沂源钢城界段改建工程顺

利推进，省交通运输厅已原则同意提前

组织省级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行业审

查，并积极争取列为交通部规划项目。

无

1.持续做好重大项

目土地指标保障工

作。坚持“项目跟着

规划走、要素跟着

项目走”，将更多符

合条件的项目纳入

省新旧动能转换项

目清单，全力争取

使用省级统筹指标

保障项目用地需

求。

2.按照省级工作部

署，做好省级技术

改造设备奖补项目

申报工作，积极争

取省级政策支持。

3.在组织中央、省

预算内投资专项项

目申报时，同等条

件下优先支持革命

老区项目申报并加

快推进建设。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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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绘制全市“产
业图谱”，一
体规划、科学
布局产业发
展空间，明晰
各区县主体
功能定位，支
持各区县集
中培育 2～3
条优势产业
链群。

围绕各区县主导产业，

组织各区县绘制优势

产业链群图谱，加强协

调调度，推动重点技改

项目实施。

完成

梳理区县优势产业链群 21个，组织各

区县沿链梳理重点企业名单，加快推动

市重点技改项目建设，1-6月份，开工

262个项目。

无

继续做好区县优势

产业链梳理，做好

市重点技改项目中

期调整工作，强化

项目储备。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1

落实“飞地经
济”政策，创
新共招共引、
共建共享机
制，对重大产
业项目实行
市级统筹布
局。

1.利用赴粤港澳大湾
区、京津冀、长三角等
重点区域招商机会，大
力宣传我市支持市域
“飞地经济”发展的若
干政策。2.推动有条件
的经济开发区发展“飞
地经济”。3.指导“飞
地”项目转出、转入区
县做好政策匹配，协助
做好分级资金结算等
服务保障工作。

完成

1.利用赴上海、江苏、武汉、合肥等得

开展招商活动机会，积极宣传支持市域

“飞地经济“发展若干政策。

2.印发《全市招商引资项目备案管理及

流转暂行办法》，统筹做好招引项目布

局；结合“飞地经济”政策明确项目首

谈地和流转地的利益分享比例。

3.已梳理“飞地经济”政策并下发区县

财政，截至目前，暂未收到“飞地”项

目相关分级资金结算工作的需求。

无

继续利用各种方式

宣传我市支持市域

“飞地经济”发展

若干政策，协助做

好“飞地”项目各

项服务保障工作。

根据“飞地”项目

情况，协助做好分

级资金结算等服务

保障工作。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

市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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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持各区县
做强特色产
业园区，规划
建设齐鲁化
工区等区域
能源中心，抓
好污水处理
等基础设施
配套，提升园
区承载功能。

1.重点推动临淄新医
药产业园、淄川齐鲁激
光共享产业园、沂源电
子信息产业园等产业
园区建设。2.根据全省
煤电机组关停并转方
案，修改淄博市热电联
产规划，启动能源中心
建设前期工作。3.调度
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情况，督促推进
齐鲁化工区北部污水
处理厂建设。

完成

1.支持临淄新医药产业园建设。一是坚
持规划先行，参与调整国土空间规划总
体规划，划出基本农田3000亩；二是
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杨坡路、
新建雨水方沟、污水管线、迁移110KV、
10KV电力线路，策划栈台路、金银谷
北路、温江路修建工作。实施了热力工
程、引黄供水工程、天然气管道工程等；
三是继续加快永聚、蓝康、半导体、机
器人、石化装备产业园、预制菜、原料
药、汽车配件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2.支持淄川齐鲁激光共享产业园建设。
齐鲁激光产业园1-8号厂房施工均已完
成，其中 1#、2#、3#、4#、7#、
8#厂房已交付使用；园区全面通车；绿
化已完成。
3.支持沂源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目前
电子信息产业园二期目前已入驻 11个
项目，其中，瀚鑫华彩、利辉电子已投
产；华禧光电完成设备组装调试、科铭
智能装修收尾、华熙光电厂房装修并完
成 LCM组装线、沂美智能装修收尾贴
片生产线进场，另5家企业已完成厂房
地坪铺设及生产车间隔断工作.
4.根据省能源局要求，积极调整全市煤
电行业转型升级方案。组织齐鲁石化等
企业开始启动能源中心建设，办理项目
建设前期手续。
5.光大（淄博张店）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提标扩建工程项目。目前二沉池主
体建设已完成，同时开展的配电室、
初沉池、AO 池、碳砂滤池与 v 滤池主
体已完成，芬顿池主体已完成，高效

无

1.指导各开发区继
续做好园区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
作，引导开发区聚
焦企业需求，提升
服务质效，营造优
质营商环境，做大
做强特色产业园
区。
2.全省煤电机组关
停并转方案正式印
发后，下发淄博市
热电联产规划，继
续推动能源中心建
设工作。
3.督导齐鲁化学工
业区加快推进光大
（淄博张店）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提标
扩建工程项目、齐
鲁化工区北部污水
处理厂项目建设，
进一步提升园区承
载能力。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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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目前已开挖。已完成投资 3000 万
元。
6.齐鲁化工区北部污水处理厂项目。
该项目现场西区污水池基础具备条件
的已挖至原土，一级 AO 池换填区域清
理，准备灰土换填；临时道路主路贯
通；工业水管线安装完成，已投用。
已完成投资 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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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台统筹发

展区域经济

相关政策，完

善评价指标

体系。

抓好政策落实，推进区

县域经济发展。
完成

制定出台《统筹推动和大力发展区县域

经济近期工作要点》，进一步健全完善

市级统筹各项工作机制。组织各区县、

功能区分年度分指标细化争先进位目标

任务，明确对标地区。优化完善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无

加强调度推进，持

续抓好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各项重

点任务落实。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41

做大新能源
产业规模，抓
好齐鲁储能
谷等项目建
设，实施“氢
进万家”科技
示范工程，推
动国家燃料
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建设，
新增燃料电
池汽车 100
辆。

1.储能谷集装箱式储
能装置生产线二期
（4GWH）、固态锂电
池二期（6GWH）、
GBC光伏电芯项目完
成年度投资的 50%。
2.开展氢能领域科技
型企业培育，做好相关
科技项目的谋划申报
及推进工作。3.统筹推
动全市创建国家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工
作专班成员单位工作
开展和区县氢能重点
项目建设。

完成

集装箱式储能装置生产线（4GWH）完成
投资50%，固态锂电池（6GWH）完成投
资60%，GBC光伏电芯因设计问题尚未开
工。推动氢能产业链建设，2023年策划
实施9个产业链重点项目，总投资14.91
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6个，开工率
达66.7%。推动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城市建设，参加京津冀示范城市群第二
年度工作推进会，受邀参加在佛山举办
的世界氢能技术大会，2023年已推广
燃料电池汽车60辆。

GBC
光伏
电芯
项目
未完
成设
计。

1.继续督促储能谷

投产项目提负荷，

建设项目早投产。

2.继续加大氢能领

域科技型企业培

育，谋划推荐科技

创新项目。
3.积极指导安泽气
体牵头创建的山东
省绿氢制备及固态
储氢制造业创新中
心加快建设，推动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城市群第二年
度任务开展。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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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深化与驻淄

央企省企合

作，推进天辰

齐翔己二腈

二期等重大

项目，实现企

地互利共赢。

积极推进齐鲁化工区

扩区，优化天辰齐翔己

二腈二期项目布局，启

动项目用地土地平整，

做好项目前期手续准

备工作。

完成

推进齐鲁化工区扩区，已完成征求意见和
扩区公示。目前正在等待省级批复。进一
步优化己二腈二期项目布局，完成土地成
片开发方案编制，启动项目用地土地平整，
完成地上附属物清点。
积极推进天辰齐翔己二腈二期项目，多次
赴省发展改革委进行汇报衔接，争取项目
涉及“两高”事项、立项等问题“一事一
议”。争取省级收储指标支持，省初步确
定有偿使用原料用煤指标63万吨，能耗指
标33.1万吨。

无

积极推进天辰齐翔
己二腈二期项目，
召开天辰齐翔己二
腈项目推进工作专
班工作会议。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70 推进减碳降
碳十大行动。

建立季度督导和半年
通报制度，对各区县、
部门单位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完成情况进行
通报。

完成

根据国家和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新要求，
我市需要对减碳降碳十大行动相关工作
作出调整，起草制定《淄博市碳达峰工
作方案》。《方案》已经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通过并于 6月 13日正式印发，目
前正在制定具体任务责任分工表进行任
务分解，待工作责任分工细化完成，工
作正常推进后方能按季度对工作完成情
况进行督导和通报。

无

按照《方案》主要

目标指标、重点任

务，细化责任分工，

扎实推进工作落

实。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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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加强绿色低

碳技术攻关

和低碳场景

应用，大力发

展光伏、氢能

等可再生能

源，有序关停

小煤电机组。

1.启动坤升热电小机

组关停工作。2.完成光

伏建设季度目标。3.
继续推进齐鲁氢能一

体化项目主体工程建

设。

完成

1.对坤升热电小机组开展现场督导检

查，督促淄川区加大工作力度，按照省

有关验收标准要求尽快拆除设备设施。

2.5月 24日发函至淄川区要求加快机

组拆除工作。

3.6月 19日发函至淄川区政府，要求

淄川区于 6月 30日完成拆除工作，提

交验收申请。

齐鲁氢能（山东）发展有限公司氢能一

体化项目2023年6月空压氮气站、消

防给水泵房中控室、配电室主体装饰基

本完成，设备安装就位基本完成，计划

完工时间2024年 12月。1—6月，全

市新增光伏建设容量 44万千瓦，完成

年度建设任务（116 万千瓦）的

37.93%。

无

督促淄川区按照关

停计划要求，完成

对坤升热电机组的

关停验收，及时申

请省验收。督促齐

鲁氢能一体化项目

完成工艺管道安

装、循环水场凉水

塔建设等，开始35
千伏电源施工。

宋振波 市发展改革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