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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鲁政发 〔２０２０〕４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９〕２４

号)精神,切实做好我省第七次人口普查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普查目标任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

调查,也是一项重大的省情省力调查,将

为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准

确的统计信息支持,对推动我省加快新时

代现代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人口普查的

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

识,坚持依法普查、实事求是,严格按照

此次人口普查的原则、时点、对象、内容

和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

落实,确保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二、切实强化普查组织实施

为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确定成立山

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负责

全省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

策.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

具体负责普查的组织实施.各级政府要成

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市

普查领导机构应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前组

建完成,各县 (市、区)普查领导机构应

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前组建完成.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要设立人口普查小组,

协助做好普查工作.

三、认真落实普查所需经费

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各级共同负

担,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按时拨付、

确保到位.普查专用设备要充分利用现有

设备,在此基础上合理测算新增设备数

量,确需新购置的要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政

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最大限度节约经

费支出,降低普查成本,所需普查专用设

备经费由省、市、县财政共同负担;普查

指导员和普查员 (以下简称 “两员”)报

酬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各市要合

理确定 “两员”报酬标准及各级财政负担

比例,不得将负担下移,不得拖欠.省财

政对财政困难县予以适当补助.为稳定普

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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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支付招聘人员劳动报酬,保证借调人

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

变,并保留其原有工作岗位.

四、严格执行普查工作要求

(一)强化协同合作.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通力

协作,及时提供普查所需的行政记录和相

关资料信息,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共

同解决好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其他相关部门也

要积极支持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工

作帮助.

(二)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各级普查

机构要高度重视 “两员”选聘工作,根据

工作需要采取招聘或者从有关单位借调等

方式,把政治素质较好、业务水平较高、

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有群众工作经验、

热爱普查工作的人员,选聘到普查 “两

员”队伍中来.着力加强普查业务知识、

工作技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确保

“两员”素质能力满足普查工作要求.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级要切实做

好普查宣传的策划、组织和实施,采取多

种方式,广泛深入宣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的重要意义和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街道

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

员会的组织作用,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

配合普查,如实申报普查项目,为普查工

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确保数据质量.各级要牢固树

立质量第一的意识,把质量意识贯穿于普

查工作全过程,落实到普查工作各环节.

各级统计机构要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

溯和问责机制,严格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制

和岗位责任制,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纪违

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坚决杜绝

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确保普查工作

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五)强化工作指导.各级普查机构

要按照普查方案确定的任务进度,制定科

学的工作指导检查计划和验收标准,确保

普查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通过

实时调度、及时通报等措施,及时掌握普

查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及

时研究解决方法,确保普查各项工作顺利

推进.

附件:山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

导小组成员名单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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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书坚　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

副组长:宫志远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

任

郭训成　省统计局局长

成　员:李昌文　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广电局局

长

段培永　省委网信办副主

任

孙西忠　省委台港澳办副

主任

白　皓　省教育厅副厅长

丁冠勇　省公安厅常务副

厅长

冯建国　省民政厅副厅长

李善强　省监狱局二级巡

视员

钟泽圣　省财政厅二级巡

视员

房　波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副厅长

李成金　省自然资源厅二

级巡视员

宋锡庆　省城镇化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

吴向东　省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

陈白薇　省外办副主任

刘银田　省统计局一级巡

视员

姜西海　省统计局二级巡

视员

张全华　山东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副主任

朱传强　武警山东省总队

政治工作部副主

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郭训

成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后,领导

小组自行撤销.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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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发 〔２０２０〕５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

高等院校: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已经省委、省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根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更大

力度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多措并举做好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

工作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现

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就业工作,制

定以下措施.

一、紧盯复工达产,全力保障企业用

工需求

１ 建立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用工保

障制度.聚焦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

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

生的重点企业和省级重点项目,针对用工

困难问题建立即时响应机制,由企业或项

目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用工

服务专员, “一对一”提供用工服务.支

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达产,

对春节期间 (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９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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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产的企业,给予每人每天２００元一次

性用工补贴,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５０万

元;对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起一个月内复工

新吸纳就业、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 会 保 险 的,每 新 吸 纳 １ 人 按 每 人

１０００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安排. (责任

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２ 扩大线上招聘服务.组织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加大

线上招聘力度,推行视频招聘、远程面

试,动态发布岗位信息,实施 “就业服务

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的线上春风行

动.扩大人力资源供求双方在线办理事

项,鼓励进行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网上

报到,打造 “互联网＋”就业服务新模

式.(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３ 组织劳动者安全有序返岗.针对

企业和职工需求,组织点对点的定制化运

输服务,保障员工返岗安全便捷畅通.指

导企业做好卫生防疫、体温检测等工作,

落实防疫措施要求.深化政企合作,畅通

复工信息,鼓励企业吸纳本地求职人员就

地就近就业,提高复工率.广泛收集和发

布本地用工需求信息,挖掘当地产业园和

服务业带动就业潜力,开发一批就业岗

位,引导就地就近就业. (责任单位:省

交通运输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

健康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政

府)

二、紧盯援企纾困,全力帮助企业渡

难关稳岗位

４ 降低社保成本.对受疫情影响面

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按规

定经批准后可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最

长６个月.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

缴的社会保险费,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

保人员个人权益.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工伤保险费率,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到

期后再延长１年.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至

１２月３１日,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费率阶段性降低１个百分点.向医药生

产和流通企业提前预付医药货款,解决企

业资金周转困难.有序划转国有股权的承

接主体持有的国有资本收益,专项用于弥

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确保

社保基金安全运行. (责任单位: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各市政府)

５ 加大稳岗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

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５０％.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企业稳岗返还政策,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起再延长１年,返还标准可按６个月的上

年末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

数确定.将稳岗返还裁员率标准放宽到

５５％,３０人 (含)以下的参保企业放宽

到不超过参保职工总数的２０％.加快全

程网办,确保符合条件企业的稳岗返还资

金及时足额返还到位. (责任单位: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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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减轻 残 保 金、住 房 公 积 金 负 担.

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

日,对残保金实行分档减缴,暂免征收在

职职工总数３０人 (含)以下企业残保金.

对因疫情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可申

请减免或者缓缴残保金.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出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可依法申

请按照企业和个人各５％的最低标准缴存

住房公积金,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 (责

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残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紧盯重点群体,全力确保就业局

势稳定

７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 “就

选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组织

高校联盟集中招聘、校企地三方就业协作

招聘活动,开展 “线上有招”高校毕业生

招聘专项行动,推行就业手续 “秒办”

“简办”服务,畅通高校毕业生来鲁留鲁

就业渠道.扩大选拔录用选调生、 “三支

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青鸟”计划、青年见习计划和应届高校

毕业生应征入伍规模,公开招聘一批乡村

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充实基层.离校

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小微企业就业

或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将就

业见习补贴标准提高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６０％.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满３

个月后,用人单位可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并继续享受就业见习补贴. (责任单位: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委

组织部、团省委、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医保局)

８ 稳定农民工就业.大力发展县域

经济,实施乡村振兴,开发农村劳动力资

源,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对劳务合作社、劳

务经纪人等市场主体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

的,可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购买服务.

加大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推广应用力

度,实现农民工工资支付网上动态监管,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责任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水利厅)

９ 帮助困难人员就业.完善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制度,重点对零就业家庭成

员、建档立卡适龄贫困劳动力等开展即时

就业援助.阶段性延长就业援助政策,对

从事公益性岗位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

业的,以及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

会保险补贴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业

的,政策享受期限延长１年.稳定已脱贫

的贫困劳动力就业,各市可从创业带动就

业扶持资金中对疫情期间正常经营的就业

扶贫车间给予适当补助. (责任单位: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扶贫

开发办)

１０ 统筹其他群体就业.压实属地政

府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稳妥做好钢铁、

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及地炼、电解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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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能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

工作.实施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

划,健全面向退役军人的就业服务平台.

落实残疾人专项扶持政策,支持残疾人多

渠道就业.全面保障妇女就业权益. (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

厅、省残联、省妇联)

四、紧盯能力提升,全力加强职业教

育和职业培训

１１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聚焦就

业重点群体、齐鲁特色产业、市场急需工

种,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鼓励支

持更多劳动者参加培训.开展 “鲁菜师

傅”、家政服务等特色培训,实施高危行

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支持各类企业

和职业院校 (技工院校)合作建设职工培

训中心、企业大学和继续教育基地.将

２０岁以下有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纳

入劳动预备制培训范围.支持互联网平台

企业开展 “互联网＋职业培训”,引导劳

动者灵活安排时间参加线上培训.支持企

业自主开展在岗职工职业技能培训.鼓励

职业院校 (技工院校)利用师资和实训资

源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责任单位: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教育

厅、省商务厅、省应急厅)

１２ 实施技能兴鲁行动计划.广泛开

展岗位练兵,支持举办 “技能兴鲁”职业

技能大赛省级重点赛事,对列入省级一

类、二类职业技能竞赛的,给予一定赛事

补贴.遴选建设一批省级企业技能名师工

作站,开展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

承、技能推广等活动.编制 «山东省急需

紧缺技能人才目录»,开展紧缺技师培养

行动,打造金蓝领培训品牌.在规模以上

企业推行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引导企

业将自主评价结果与人才使用、薪酬待遇

挂钩.新 (扩)建一批省级高技能人才公

共实训基地.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１３ 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

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重、纵向贯通和

横向融通并行的职业教育制度.建立专业

布局动态调整机制,健全人力资源统计、

市场预测、供求信息发布制度,持续调整

优化技能人才培养结构,满足社会对技能

人才的需求.按照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

作、企业化管理方式,每个市至少建设一

个共享性的大型智能 (仿真)实习实训基

地,提升人才技能水平. (责任部门:省

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各市政府)

五、紧盯创业创新,全力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

１４ 实施齐鲁乡创计划.把返乡入乡

创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等紧密结合,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可在

创业地与当地劳动者同等享受创业扶持政

策.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

地、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各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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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平台建设,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低

成本、多要素、便利化创业服务.各市、

县 (市、区)可结合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需

求,在省外和省内重点市设立返乡创业服

务站,并根据服务效果,统筹创业带动就

业扶持资金、就业补助资金等给予奖补.

将返乡创业项目确需的新增建设用地纳入

乡村振兴用地指标优先支持.(责任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

厅)

１５ 实施创业金服计划.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加大返乡入乡创业企业金融支

持,城商行、农商行县域吸收存款优先用

于支持返乡入乡创业.鼓励各地设立高校

毕业生 (大学生)创业基金.降低小微企

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当年新招用符

合条件人员占现有职工比例下调为２０％,

职工超过１００人的比例下调为１０％.符

合条件的个人借款人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

共同创业,可申请最高４５万元创业担保

贷款.建立信用乡村、信用园区、创业孵

化示范载体推荐免担保机制.各地可根据

政策实施情况、资金支撑能力,适当调整

创业补贴申领条件. (责任单位: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１６ 实施创业引领计划.认定培育一

批省级创业创新示范综合体,推动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

“五链统筹”、深度融合.鼓励创业孵化基

地 (园区)、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

在疫情防控期间降低或减免创业者场地租

金等费用.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

业减免租金的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园

区)、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给予

最长３个月的运营补贴,补贴标准为减免

租金总额的３０％,最高５０万元,所需资

金由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安排.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科技厅、省财政厅)

六、紧盯形势变化,全力防范规模性

失业风险

１７ 加强就业形势监测预警.密切跟

踪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用工影响,加强

规上企业、重大项目和中美经贸摩擦、去

产能、环保治理涉及企业用工监测.完善

城镇调查失业率制度.加强移动通信、交

通运输、社保缴纳、招聘求职等大数据比

对分析,多维度开展重点区域、重点群

体、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就业

监测,及时发布失业预警. (责任单位: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

务厅、省统计局、省大数据局、国家统计

局山东调查总队)

１８ 妥善处置失业风险.完善规模性

失业风险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措施,建立

健全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发布制度.规范企

业裁员行为,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对拟

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企业,指导其依法依规

８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省政府文件

制定和实施职工安置方案,提前３０日向

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相关情况,依法依规

支付经济补偿,偿还拖欠的职工工资,补

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设立就业风险储备

金,用于应对突发性、规模性失业风险.

对因规模性失业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置. (责任单位: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财政

厅,各市政府)

１９ 稳定和谐劳动关系.支持企业通

过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

时、在岗培训等方式,稳定劳动关系和工

作岗位,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因疫情

防控导致特殊困难的职工特别是孕期、哺

乳期女职工等,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协商安

排远程办公、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畅通举报投诉渠

道,依法查处用工违法行为.(责任单位: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工

商联)

２０ 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对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及以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１年的人员,

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

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发放

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加大失业保险扩面

征缴,加快推进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对生

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及其家庭,及时按规定

纳入低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保障范

围.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和特

困人员加大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保障力度,确保不因病致贫返贫. (责

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

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

七、紧盯就业优先,全力完成就业工

作年度目标任务

２１ 强化组织领导.县级以上政府要

切实履行稳就业主体责任,健全就业工作

议事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本地区稳就业工

作.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稳就业工

作第一责任人.进一步完善多渠道就业资

金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就业创业政策落实

落地.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就业指

标权重.对在稳就业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集体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

励.(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政府)

２２ 加大政策协同.实施就业优先政

策,制定改革发展、产业调整、社会管理

等重要政策时,综合评估可能对就业产生

的影响.对可能造成规模性失业的,政策

牵头部门应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制定实施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保治理、城市管理

政策,严禁擅自提标、层层加码,坚决杜

绝 “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 “一刀切”

做法,避免集中停工停产停业,最大限度

减小对就业的影响. (责任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应急厅、省市 场 监 管 局,各 市 政

府)

２３ 加 强 就 业 服 务.打造 “乐业山

东”就业服务品牌,广泛开展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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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特色、各地自选的系列公共就业服务

专项活动,做到月月有专场、日日有招

聘、时时有服务.建立失业人员常住地登

记服务、定期联系、分类分级服务制度.

建设智慧就业服务大厅,推行智能化认

证、电子化签章、不见面服务,实现全程

网办、全省通办.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升级建设,制定公共就业服务标准,提升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经办能力.统筹市县编

制资源,落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编

制标准.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鼓励

发展人力资源服务新业态,深入开展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 (责任单位: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财政厅、省委编办)

２４ 狠抓政策落实.大力宣传稳就业

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政策解读,提高政策

知晓度.开展政策落实服务落地专项行

动,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推动

政策落实由 “人找政策”向 “政策找人”

转变,提高企业和群众的政策获得感.

(责任单位:省委宣传部、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０〕１３号

省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年)»的请示收

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发展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年)»(以下简称

«规划»),由你委负责印发并组织实施.

二、 «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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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泉城特色,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

题,着力发展新兴产业,着力促进融合发

展,着力在创新、智慧、绿色、改革开放

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的样板、全国重要的科技产业

创新基地、国际一流的现代绿色智慧新

城,为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积累经验、探索

路径、作出贡献.

三、济南市政府负责 «规划»具体组

织实施工作,要明确工作分工,压实工作

责任,完善决策、协调和执行机制.要按

照 «规划»确定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

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以 «规划»为

统领、以详细规划为重点、以专项规划为

支撑,制定完善全域覆盖、分层管理、分

类指导、城乡融合、 “多规合一”的空间

规划体系,做到 “一张蓝图干到底”.

四、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加强对

«规划»实施的指导,在平台搭建、资金

安排、项目布局、体制创新等方面积极给

予支持,帮助解决 «规划»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五、你委要加强对 «规划»实施情况

的动态跟踪和督促检查,适时会同有关部

门和济南市政府开展 «规划»实施的评

估,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成果,重大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报告.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 «山东省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
专项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０〕１５号

省发展改革委:

你委 «关于批准实施 ‹山东省采煤塌

陷地 综 合 治 理 专 项 规 划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的请示» (鲁发改能源 〔２０２０〕１６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山东省采煤塌陷地综

合治理专项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以

下简称 «规划»),由你委负责印发并牵

头组织实施.

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通过 «规划»实施,加快推进采煤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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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地生态治理、复垦治理和产业治理,构

筑煤炭资源开发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

开发格局,推动矿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多产

业协调发展,打造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的

齐鲁样板,推进全省煤炭工业清洁、高

效、安全、可持续发展.

三、各有关市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工作力度,落实责任分工,完善政策

措施,依据 «规划»确定的任务目标,扎

实做好细化、分解和落实工作,促进 «规

划»落地生效.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及时对 «规

划»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确保目标

任务实现.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

试 点 的 意 见
鲁政字 〔２０２０〕１６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各高等院校:

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财政资金

投入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构建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产业转

型发展的长效机制,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管理改革的意见»

(鲁政发 〔２０１９〕１号)和财政资金管理

有关规定,现就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

革试点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突出重点、滚动使用,规范管理、防

控风险”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机制创新

为重点,以财政资金循环使用和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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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全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二、实施范围

(一)投资范围.聚焦新旧动能转换

“十强”产业以及 “四新” “四化”领域,

对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关系经济社会长远

发展的重大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项

目,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重点投向企

业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产业链关键

环节提升、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产业区

域布局调整等项目.

(二)资金范围.各级财政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专项资金,安

排一定比例用于实施股权投资.对企业的

财政奖补资金,除特殊情况外,积极探索

实施股权投资方式,变无偿拨款为资本金

注入,变 “奖补”为股权.中央财政下达

的专项资金,根据中央相应的资金管理制

度确定可否实施股权投资管理.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股权投资职责分工协作机

制.加强统筹设计,明确财政部门、业务

主管部门、受托管理机构和被投资企业的

权责关系.各级政府是股权投资资金的出

资主体,依法享有资金所有者权益,授权

本级财政、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开展股权投资相关工作.财政部门具体履

行政府出资人职责,负责股权投资预算编

制、支出政策审核和预算绩效管理,牵头

制定股权投资综合性管理制度,原则上不

参与股权投资的项目申报、审批、验收等

工作.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股权投资

预算编制和具体执行,提出股权投资计

划,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受

托管理机构受财政部门委托代持股权,履

行持股管理、风险防控等职责,要积极帮

助被投资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助推项

目做大做强.被投资企业是股权投资的组

织实施主体,负责按照股权投资协议安排

使用资金,组织项目建设,保障投资者权

益. (牵头部门:省财政厅,配合部门: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国资委、省

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以下简

称业务主管部门〕;长期任务)

(二)建立项目投资运作管理机制.

业务主管部门根据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中期财政规划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通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等方式,遴选确

定股权投资计划.受托管理机构应在规定

时间内选择具体项目,开展尽职调查及投

资意向谈判,形成项目股权评估报告及入

股申请建议书,与被投资企业签订股权投

资协议,并报业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备

案,实施投后管理并履行相关事项报告义

务.财政资金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

任,参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被投资企业总

股本 的 ２５％.待 达 到 一 定 的 投 资 年 限

(原则上３—５年)或股权投资协议约定条

件时,通过股权转让、上市交易以及企业

清算解散等方式实施退出. (牵头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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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配合部门:业务主管部门;长

期任务)

(三)逐步引入受托管理机构竞争机

制.根据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开展情况,逐

步探索建立受托管理机构市场化遴选机

制.根据股权投资领域等需要,各级政府

部门可遵循业务专长、关联排斥、跟投优

先原则,选择业绩优良的投资机构,作为

受托管理机构开展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管

理.建立受托管理机构动态管理制度,定

期对受托管理机构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资格

复核.对属于国有企业性质的受托管理机

构,将股权投资资金受托管理情况,纳入

国有企业内部绩效评价.对工作进度慢、

资金拨付不及时、履职不到位、投资绩效

差、造成重大损失的受托管理机构,将调

减管理费、取消受托管理资格等. (牵头

部门:省财政厅,配合部门:业务主管部

门;长期任务)

(四)建立资金监管和股权登记管理

机制.突破财政资金条块管理模式,多渠

道筹措资金,对按规定实施股权投资的财

政资金以及收回的资金,按照有关预算管

理规定,由财政部门专账管理.受托管理

机构、被投资企业应建立财政资金第三方

商业银行托管机制,规范资金结算,确保

资金安全.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资金股权

登记管理,及时、真实、动态、全面反映

股权投资状况. (牵头部门:省财政厅,

配合部门:业务主管部门;长期任务)

(五)建立股权投资激励约束机制.

根据受托管理机构管理的资金规模和成

效,采取 “基础＋奖励”的激励措施,向

受托管理机构支付管理费用,安排一定比

例的投资收益实施业绩奖励.遵循投资规

律,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坚持实事求是,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的投资项

目,研究容错容损具体办法,进一步明确

容错容损的责任主体、情形及程序,对因

不可预测市场波动等客观因素所导致的投

资损失,免予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受托管理机构应建立风险防控和投资止损

机制,出现重大风险或经营变化等事项

时,及时提出股权处置建议.对被投资企

业可视所属领域、发展阶段、项目提前退

出时间以及项目风险等,在收益范围内给

予适当让利,具体在股权投资协议中予以

明确.(牵头部门:省财政厅,配合部门:

业务主管部门;长期任务)

四、实施步骤

采取 “先试点、再逐步推开”的方

式,持续推进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工

作.

２０２０年,按照财政资金股权投资项

目分类,省级先行选择直接服务经济发展

且后续经营具有盈利性的部分项目资金

(原则上不少于３０％)开展试点,并遴选

不超过３家专业投资机构作为受托管理机

构承担试点任务.相关部门应健全完善适

用于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管理的综合性管理

制度及配套办法.各市可立足本地实际,

提出财政资金股权投资试点的范围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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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２０２１年后,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对

省级符合条件的产业扶持类项目资金,力

争安排不低于５０％的资金实施股权投资,

并逐步提高试点比例.根据试点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适时修改完善股权投资管理相

关制度,逐步形成涵盖投前、投后、退出

等各个阶段,管理办法齐全、操作规程完

备的政策体系,推动在更多领域实施股权

投资管理,实现财政资金的良性循环.

五、工作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树立法治观念,做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与

政府引导基金、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等方面

的衔接配合,结合工作职责抓好贯彻落

实.各级政府出台的支持产业发展的奖

励、贴息、无偿补助等财政政策,可根据

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扶持方式,实施财政资

金股权投资.省财政厅要加强业务指导,

进一步细化改革措施,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对各级各部门好的经验做法,要及时

总结推广.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进

一步创新制度供给,结合管理需要和支出

事项,合理调整产业扶持政策,体现政府

政策导向.对公路交通、轨道交通、机场

建设、水利设施、环境保护、城市建设、

旅游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后

续经营具有盈利性的,可结合项目实际和

管理要求,合理确定运作模式和投资期

限,探索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

各市要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

尽快制定推动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的具

体措施.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日照中盛保税物流中心

(B型)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０〕１７号

日照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设立日照中盛保税物流中

心 (B型)的请示» (日政呈 〔２０１９〕４３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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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打

造新业态和经济增长点,拟同意你市依托

日照跨境电商产业园设立日照中盛保税物

流中心 (B型).该中心规划面积１０９万

平方米,四至范围:东至海滨三路、西至

海滨四路、南至上海路、北至连云港路.

请按有关规定由青岛海关报海关总署审

批.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下达２０２０年省重大项目名单的通知

鲁政字 〔２０２０〕２３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２０２０年省重大项目下达给你们,

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省重大

项目对于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促投资稳增

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

落实 “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求,着力

提升 “四个一批”项目建设水平,推动省

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

二、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对省重大项

目建设推进的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服务保

障机制.完善分类推进机制,续建项目要

科学组织施工,尽早建成投用,发挥效

益;新开工项目要积极落实建设条件,加

快办理相关手续,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

物工作量;准备项目要加快推进前期工

作,推动项目尽早实施.项目单位要健全

管理制度,明确项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

点,加强环境保护,强化安全监管,严格

质量控制,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建设.

三、强化政策支持.要健全 “要素跟

着项目走”机制,进一步集聚和创新各类

支持政策,优化重大项目建设环境.建立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做好规划选址、

用地、环评、能评、立项等审批服务.落

实重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破解拆迁难

题,保障土地供应.深化政银企合作机

制,加强与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各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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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对接,拓宽融资渠道.

四、加强调度督导.要完善项目推进

问题会商解决和 “五个一”调度推进机

制,全面掌握项目进展情况,针对制约项

目建设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研究提出针对

性举措.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抓好工作落

实,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促开工、促进

度.强化跟踪问效,认真落实项目动态调

整要求,建设项目年中进行一次调整,准

备项目按季度进行调整.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

２０２０年省重大建设项目名单

１ 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 (一期) (年炼油２０００万吨)

２ 临沂高端不锈钢和先进特钢产业基地 (年产优特钢材５６０万吨、生铁５３１

万吨)

３ 天辰齐翔新材料有限公司尼龙新材料项目 (年产尼龙新材料２０万吨)

４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氢燃料电池及关键零

部件产业化项目

(年产氢燃料电池及关键零部件２万

台)

５ 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高性能 ABS树脂

一体化项目

(年产高性能 ABS树脂４０万吨、丙

烯腈１７１万吨)

６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新旧动能转换特种建

筑用钢项目

(年产特种建筑用钢４６５万吨)

７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新一代别克运动

型多功能车及变型车项目

(年产运动型多功能车１１１万辆)

８ 日照威奕汽车有限公司整车生产项目 (年产整车１０万辆)

９ 松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产业化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２３万套)

１０ 捷普电子 (威海)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一

期项目

(年产惠普打印机１０００万台 [套])

１１ 中铝齐鲁工业园铝基新材料产业二期项目 (年产铝基新材料８５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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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山东豪驰智能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商用车建

设项目

(年产新能源商用车５万辆)

１３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乘用车建

设项目

(年产新能源乘用车６万辆)

１４ 济宁山重新能源混合动力挖掘机生产项目 (年产机液混合动力挖掘机１０００台)

１５ 山东潍坊鲁中拖拉机有限公司大马力拖拉机

及配套农机具产业化项目

(年产大马力拖拉机１５万台、配套

农机具８０００台 [套])

１６ 山东华首重工有限公司工程机械及关键零部

件生产项目

(年产挖掘机和多功能联合收获机

２０００台、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１５

万台)

１７ 山重集团研究院及智能化生产项目 (年产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道

路机械７万台 [套])

１８ 山东艾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端非道

路机械装备产业化项目

(年产高端非道路机械装备２２３万台

[套])

１９ 滨州市金毅设备有限公司智能装备工程机械

＋鲁班工匠产业化项目

(年 产 智 能 特 种 工 程 机 械 ５００ 台

(套)、再制造机械１万台 [套])

２０ 青州耐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大型无人机保障

条件建设项目

(年产大型无人机２０架、中小型无

人机１０００架)

２１ 青岛中科方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项目 (年产无人机１００架)

２２ 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国家人

工智能与生态环保智慧监测仪器项目

(年产环境监测 仪 器 仪 表 ４０００ 台

[套])

２３ 山东中能加速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用电子

直线加速器济南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

２４ 山东亿达奔克电梯有限公司快装式钢结构电

梯项目

(年产快装式钢 结 构 电 梯 ３０００ 台

[套])

２５ 山东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锻造铝合金车轮

项目

(年产锻造铝合金车轮２００万件)

２６ 山东润龙风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大功率风电

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年产风电整机装备２０００套)

２７ 菏泽住友富士电梯有限公司高档电梯项目 (年产高档电梯５００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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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智创未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端轴承制造项

目

(年生产、检测专用高端轴承２２亿

套)

２９ 济钢防务技术有限公司卫星总装基地项目 (年总装对地观测卫星１０颗)

３０ 潍坊浩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林德液压精密智

驱动系列产品项目

(年产林德液压精密智驱动系列产品

５０万套)

３１ 山东华科半导体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精度数字

智能传感器项目

(年产温度传感器３６亿只)

３２ 西铁城 (中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精密数控

机床项目

(年产精密数控机床４０００台)

３３ 青岛汉普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医疗手术机器

人设备研发制造项目

(年产医疗手术机器人６５套)

３４ 日照岚山焊接产业园项目 (年产焊接机器人５０００台 [套]、自

动化焊丝４５万吨)

３５ 核芯光电科技 (山东)有限公司高性能硅基

辐射探测器及核心部件项目

(年产空间探测用探测器８００个、部

件４５万套)

３６ 山东高速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高端智能系

列油气能源装备项目

(年产高端智能系列油气能源装备

８００台 [套])

３７ 延锋安道拓 (烟台)座椅有限公司汽车智能

座舱项目

(年产汽车智能座舱５３万台 [套])

３８ 硬创 (济宁)控股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高端装

备生产项目

(年产电代煤装备６万套、智能家电

２０万台、智慧筑居装备５万套)

３９ 中节能 (威海)节能环保设备产业化项目

(一期)

(年产异质结太阳能镀膜设备２０套、

高纯度拉晶设备组件１０套、大型地

热能源箱１０套)

４０ 绿天使 (临沂)产业园有限公司智能环保设

备定制产业化项目

(年产智能环保设备４７万台)

４１ 中创联投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智能机器人

项目

(年产智能机器人５０００台 [套])

４２ 荣成歌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硬件产品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年 产 智 能 硬 件 产 品 １０００ 万 台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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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山东新恒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高精度蚀刻引

线框架生产项目

(年产高精度蚀刻引线框架１亿条)

４４ 尚品本色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家居工业４０智

能制造项目 (一期)

(年产生态门３５０万套、全屋智能橱

柜６００万平方米)

４５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比能锂氟

化碳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多系列锂氟化碳电池１亿只)

４６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动力电

池添加剂项目

(年产动力电池添加剂５０００吨)

４７ 凯盛光伏材料 (威海)有限公司铜铟镓硒薄

膜电池组件生产线项目

(年产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

３００兆瓦)

４８ 葛洲坝 (肥城)压缩空气储能调峰电站项目 (５０兆瓦/３００兆瓦时)

４９ 中广核 (阳信)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农村可再

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年产沼气４０００万立方米、有机肥

２０万吨)

５０ 山东鲁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功能性面料智慧生

产项目 (一期)

(年产高档功能性面料３５００万米)

５１ 威海新元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端新材料生产项目 (年产高端新材料２万吨)

５２ 中天正源 (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ZT

系列环保型无机复合材料项目

(年产ZT系列环保型无机复合材料

４５万吨)

５３ 山东七维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水性高端装

备涂层材料科技创新及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高性能水性高端装备涂层材料

２０万吨)

５４ 山东金宝诚管业有限公司精密特种合金钢管

生产项目

(年产精密特种合金钢管５０万吨)

５５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贵金属智能提纯工艺

产业化应用项目

(年精 炼 提 纯 白 银 １２００ 吨、黄 金

３００吨)

５６ 日照金属表面处理中心生态产业园项目 (年热镀锌１００万吨)

５７ 山东赛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及装配

式建筑智造产业化项目

(年产新型轻质复合保温板材６０万

平方米、钢结构构件３万吨)

５８ 山东宝元硬质合金有限公司高端硬质合金新

材料制品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硬质合金棒材１０００吨、整体刀

具１０００万支、数控刀片２０００万片)

５９ 正威华能新材料有限公司金属新材料产业项

目

(年产防鼠防蚁电缆１６万千米、精

密线缆２５６万千米、铜材３５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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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山东恒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绿色环保高端医

卫用弹性非织造布项目

(年产绿色环保高端医卫用弹性非织

造布４８万吨)

６１ 东营俊富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液体微孔过滤材

料项目

(年产液体微孔过滤材料１５万吨)

６２ 烟台爱博诺德医用材料有限公司医用材料生

产项目

(年产人工晶状体３８０万片、角膜接

触镜１６５万片)

６３ 威海中玻镀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功能玻璃智

慧生产项目

(年产功能玻璃３９２０万平方米、药

用玻璃管７２００吨)

６４ 山东得尔欣建材有限公司真空石项目 (年产真空石３６０万平方米)

６５ 威海益宝利新材料有限公司轻质新材料项目 (年产EPP半成品及成品２２万吨)

６６ 山东旭美尚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OSB研发

生产项目

(年产 OSB结构板３０万立方米、植

物纤维条板１２万立方米)

６７ 航天智讯新能源 (山东)有限公司航天科工

新能源产业化项目

(年产锂电池７Gwh)

６８ 枣庄振兴炭材科技有限公司超高功率电极材

料项目

(年产电极材料１９万吨)

６９ 如鲲 (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化

学品和电子化学品项目

(年产锂电池化学品３０１０吨、电子

化学品１０４０吨)

７０ 氢普 (德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产燃料

电池电堆产业化项目

(年产燃料电池电堆１２万套)

７１ 青岛蓝科途膜材料有限公司新型湿法锂电池

隔膜生产项目 (二期)

(年产锂电池隔膜４１４００万平方米)

７２ 华能德州风光储一体发电项目 (年发电４１７万兆瓦时)

７３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用高纯新材

料扩建项目

(年产电子级三氟化氮４０００吨、六

氟化硫１５００吨)

７４ 山东晶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超强细旦高分

子纺粘复合新材料项目

(年产超强聚丙烯细旦高分子纺粘复

合材料５万吨)

７５ 山东金英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溶剂

法纤维素纤维项目

(年产莱赛尔短纤维５５万吨)

７６ 山东中冶经典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绿色建

筑新材料研发生产项目

(年产装配式钢结构件３０万吨、围

护系统材料及楼层板材料３００万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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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枣庄睿诺光电信息有限公司柔性电子元器件

项目

(年产柔性电子元器件２４０万平方

米)

７８ 山东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光纤预制棒及光

纤光缆生产项目

(年产高品质光纤预制棒５００吨、光

〔电〕缆２０００万公里)

７９ 济宁辰星碳素有限公司特炭产业化及综合利

用项目

(年产浸渍剂沥青５万吨、纺丝沥青

２０００吨)

８０ 瑞城宇航高导热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化建

设一期项目

(年产高导热碳纤维１０吨)

８１ 山东滨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重要

密保防御系统及新材料研发生产项目

(年产水下综合防御系统１１００万平

方米、轻量化导弹壳１００万套)

８２ 山东药石药业有限公司药物制剂生产项目 (年产片剂２０亿片、胶囊剂１０亿

粒、针剂１０００万支)

８３ 甘李药业临沂生产基地项目 (年产德谷胰岛素原料８吨、制剂２

亿支,胰岛素注射笔２５亿支)

８４ 东阿县东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生物制药项目 (年产度拉糖肽２００万支、瑞通立

２５万支、百杰依３００万支、佳林豪

２０００万支)

８５ 山东若尧特医食品有限公司特医食品建设项

目

(年产特医食品２５００万袋﹝盒﹞)

８６ 山东了未元制药有限公司大健康产业智慧化

项目

(年产大健康产品５０亿粒)

８７ 山东药玻一级耐水药用玻璃瓶及低硼硅药用

玻璃管制系列瓶项目

(年产药用玻璃瓶及管制系列瓶６０

亿只)

８８ 聊城高新区量子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４万平方米)

８９ 齐河前沿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高端多肽生物药

产业项目

(年产艾博韦泰原料及制剂１０００千

克)

９０ 山东安舜制药有限公司普药类及抗肿瘤类高

端医用原料药项目

(年 产 抗 肿 瘤 原 药 ５０５ 吨、普 药

２３６２吨)

９１ 山东康森药业有限公司医药生产项目 (年产片剂５亿片、胶囊４５亿粒、

注射剂２３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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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济宁华能制药厂有限公司鲁华龙心中药智能

制造项目

(年产胶囊剂１０亿粒、片剂２亿片、

颗粒剂１亿袋、凝胶２０００万支、口

服液２亿支)

９３ 山东艾兰药业有限公司新型原料药及中间体

项目

(年产原料药及中间体１７２８吨)

９４ 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添加剂数字化工

厂建设项目

(年产食品添加剂５０万吨)

９５ 焦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医药级透明质酸钠项

目

(年产医药级透明质酸钠５２０吨)

９６ 山东劲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血清、培养

基和微生物菌剂生产科研项目

(年产牛血清２亿毫升、培养基１亿

毫升、各类微生物菌剂８５００吨)

９７ 海尔 (青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海尔城阳

细胞谷

(总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

９８ 无棣弘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高端渔业装备智

能化生产工业互联网升级项目

(年产高端渔网９５万吨)

９９ 修正 (青岛)中国海洋科技谷项目 (年产海藻植物空心胶囊１００亿粒、

软胶囊１００吨)

１００ 乳山省级农业科技园现代海洋经济示范区 (年繁育鱼苗１０００万尾、牡蛎６亿

粒)

１０１ 威飞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海洋水下生产系

统项目

(年产海洋井口采油树系列产品３００

套)

１０２ 无棣正海海洋牧场 “渤海贝仓”项目 (年产贝苗１５０亿粒、成品贝类４亿

公斤、深加工产品２万吨)

１０３ 青岛金能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年产高性能聚丙烯９０万吨)

１０４ 山东齐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苯乙烯产业链

一体化技术改造提升项目

(年产５０万吨苯乙烯装置技术改造)

１０５ 山东世纪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有机颜料及中间

体项目

(年产有机颜料３万吨、中间体５万

吨)

１０６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精己二酸品

质提升和酰胺及尼龙新材料项目

(年产精己二酸１６６万吨、己内酰

胺２５万吨、尼龙６切片５０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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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山东恒信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炭材料及高温

煤焦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年产煤系针状焦１０万吨)

１０８ 山东衡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和环保

型溶剂项目

(年产环保型溶剂及各类添加剂２７

万吨)

１０９ 山东联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FC

(脲醛预缩液)项目

(年产 UFC２００万吨)

１１０ 联化科技 (德州)有限公司精细化工生产项

目

(年产 OCBN 现代医药中间体、高

效低毒农药及中间体４７万吨)

１１１ 山东劲海化工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年产高密度聚乙烯４０万吨)

１１２ 山东恒舜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溶性硫磺

项目

(年产高性能不溶性硫磺６万吨)

１１３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农业秸秆综

合利用生物机械法制浆技术产业化项目

(年产生物机械浆５０万吨、高级瓦

楞原纸８０万吨)

１１４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泰分

公司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业化项目

(年产聚乙烯纤维４０６０吨、UD 无

纬布５００吨)

１１５ 益海嘉里 (青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食品加

工项目

(年产面粉５４万吨、花生制品２７

万吨、芝麻制品２４６万吨)

１１６ 莱西市现代智慧农业项目 (二期) (年产国际标准农产品１万吨)

１１７ 山东益农乳品加工及全产业链配套项目 (年产乳制品１８万吨)

１１８ 山东新天地黑牛集团有限公司高档肉牛产业

化示范工程一期项目

(年产高档牛肉３万吨 )

１１９ 临朐县中建莲花湾荷塘里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５万平方米)

１２０ 威海昆嵛山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绿色天然工

业４０智能化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年产软饮料及西洋参功能饮品８０

万吨)

１２１ 山东金正新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绿色循环秸

秆产业化项目

(年产木糖４２万吨、羧甲基纤维素

１１万吨、人造板材１０２万吨、可

降解器具２８万吨)

１２２ 山东益客食品产业有限公司肉鸭屠宰线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９万平方米)

１２３ 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智能高效养殖加工一

体化工程

(年产饲料４０万吨、有机肥１１万

吨,年孵化鸡苗５０００万羽、出栏肉

鸡６９３６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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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山东永明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曹县智慧粮

食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万平方米)

１２５ 山东国新视点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梨花水

镇项目 (一期)

(总建筑面积２０２万平方米)

１２６ 诸城竹山生态谷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６７万平方米)

１２７ 郓城县东溪湿地旅游度假区 (PPP)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２３４万平方米)

１２８ 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９２万平方米)

１２９ 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先导区 (生物医药

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１万平方米)

１３０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电建创

智谷

(总建筑面积５３６万平方米)

１３１ 青岛国际院士研究院南延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米)

１３２ 淄博市淄川区财金控股有限公司镭泽激光共

享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０５万平方米)

１３３ 山东美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美家科技项目 (年产智能家居、集成模块、机器人

等７２０万套)

１３４ 山东新泰青云国际冷链智慧物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

１３５ 威海恒嘉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半导体产业园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

１３６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产业创新中

心

(总建筑面积２７２万平方米)

１３７ 中机寰宇 (山东)车辆认证检测有限公司认

证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万平方米)

１３８ 聊城东昌府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２５万平米)

１３９ 聊城天工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中小微企业创

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８万平方米)

１４０ 山东睿鹰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原料药２０００吨、医药制剂８

亿支)

１４１ 中鲁盛源集团有限公司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６０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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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山东菏泽国际金融商务区金融科创产业集群

综合运营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５４万平方米)

１４３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中白新材料产业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４万平方米)

１４４ 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万平方米)

１４５ 山东滨达实业有限公司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

项目 (一期)

(总建筑面积４０４万平方米)

１４６ 魏桥国科 (滨州)科技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１２万平方米)

１４７ 中国 (山东)商用二手车出口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万平方米)

１４８ 青岛城阳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９５万平方米)

１４９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台型

油田服务企业新模式建设项目

(年增产权益油５００万吨、恢复油井

１２００口)

１５０ 新松 (潍坊)智慧园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示范

区一期项目

(年 产 智 能 机 器 人 系 统 ５００ 台

[套])

１５１ 潍坊市峡山区产城融合创新基地建设项目

(一期)

(总建筑面积６９６万平方米)

１５２ 金科临沂智能制造科技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２万平方米)

１５３ 山东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

１５４ 宝能烟台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

１５５ 青岛苏宁 (上合)跨境电商智慧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５６万平方米)

１５６ 山东汇泉农产品有限公司济南公益性农产品

批发市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

１５７ 北京新发地日照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

１５８ 菏泽港巨野港区万丰作业区一期工程 (堆场２１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

万平方米)

１５９ 中国供销滨州农产品电商物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

１６０ 济郑高铁山东段 (主线１７０公里)

１６１ 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段 (主线１６０公里)

１６２ 鲁南高铁菏泽至兰考段 (山东段) (主线４４公里)

１６３ 潍坊至莱西铁路 (主线１２２公里)

１６４ 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项目 (线路全长１１７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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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黄台联络线 (新建铁路１１公里)

１６６ 潍烟高铁 (主线２７３公里)

１６７ 京沪高铁二通道天津至潍坊段 (山东段) (主线２２６公里)

１６８ 莱西至荣成铁路 (主线１９４公里)

１６９ 济南至滨州铁路 (主线１４６公里)

１７０ 济南至枣庄铁路 (旅游高铁) (主线２４８公里)

１７１ 济南至高青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９５公里)

１７２ 沾化至临淄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１０７公里)

１７３ 济南至微山公路济宁新机场至枣菏高速段项

目

(高速公路６０公里)

１７４ 濮阳至阳新高速公路菏泽段项目 (高速公路６７公里)

１７５ 新泰至台儿庄 (鲁苏界)公路新泰至台儿庄

马兰屯段

(高速公路１５８公里)

１７６ 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 (鲁苏界)段改扩

建项目

(高速公路１８９公里)

１７７ 京台高速公路德州 (鲁冀界)至齐河段改扩

建项目

(高速公路９３公里)

１７８ 日照 (岚山)至菏泽公路枣庄至菏泽段 (高速公路１７８公里)

１７９ 青兰高速公路莱芜至泰安段改扩建项目 (高速公路６４公里)

１８０ 文登至莱阳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１３３公里)

１８１ 董家口至梁山 (鲁豫界)公路宁阳至梁山项

目

(高速公路１１０公里)

１８２ 秦滨高速埕口至沾化段项目 (高速公路６１公里)

１８３ 高唐至东阿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７７公里)

１８４ 岚山至罗庄高速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１０４公里)

１８５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 (新建航站楼１６７万平方米、机位

３３个、滑道２条)

１８６ 小清河干流分洪道信息化建设工程 (干流治理１９８４公里、分洪道治理

８２８公里)

１８７ 山东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沿运片邳苍郯

新片区治理工程

(复堤３３９公里,治理水闸９９座、

泵站１３座、涵闸４３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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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龙口南山LNG接收站项目 (一期) (年处理LNG５００万吨)

１８９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容量１８０万千瓦)

１９０ 沂蒙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容量１２０万千瓦)

１９１ 山东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南四湖片治理

工程

(治理河道６６３公里,治理涵洞１３９

座、泵站３９０座、桥梁１８５座)

１９２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董家口至东营原

油管道工程项目

(管道全长３７３公里)

１９３ 滨州黄河大桥PPP项目 (全长１７３公里)

１９４ 大唐智创 (山东)科技有限公司５G产业山

东总部基地项目

(年产５G微基站３０万台 [套])

１９５ 临沂沂蒙云谷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０３万平方米)

１９６ 康复大学 (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米)

１９７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一

期)

(总建筑面积１３５万平方米)

１９８ 山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９万平方米)

１９９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项目 (淄博大学城) (总建筑面积４４７万平方米)

２００ 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技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８万平方米)

２０１ 青岛科技大学中德双元工程学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１６万平方米)

２０２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教学科研病房综合楼项

目

(总建筑面积８９７万平方米)

２０３ 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拓展教学生活区 (西北

区域)

(总建筑面积９８万平方米)

２０４ 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３７万平方米)

２０５ 聊城大学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产教融合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万平方米)

２０６ 鲁中职业学院新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９万平方米)

２０７ 山东健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国医职业学

院

(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

２０８ 枣庄科教创新示范园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９６万平方米)

２０９ 日照奎山体育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３６万平方米)

２１０ 日照国际足球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６万平方米)

２１１ 威海宝亲益养生物医养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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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聊城九州康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６万平方米)

２１３ 济宁任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创新示范项目 (综合治理沉陷区土地４０００亩)

２１４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

平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８万平方米)

２１５ 淄博五仙胜境养老养生基地 (三水源)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６５万平方米)

２１６ 博山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４４万平方米)

２１７ 日照国医坛医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６万平方米)

２１８ 山东金秋阳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养老产业园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２万平方米)

２１９ 山东齐悦科技有限公司医养联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７３万平方米)

２２０ 国昌怡心园医养健康产业 (山东)有限公司

高端医养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４万平方米)

２２１ 寿光蔬菜小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丹河设施蔬

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年产优质蔬菜６１万吨)

２２２ 泰山百合谷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２８万平方米,智能温室

大棚３万平方米)

２２３ 齐河中国驿泉城中华饮食文化小镇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８万平方米)

２２４ 济南明水古城项目 (一期) (总建筑面积６５万平方米)

２２５ 日照莒国古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６万平方米)

２２６ 高唐县书画艺术教育培训中心 (总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２２７ 滨州北海水城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９２万平方米)

２２８ 威海那香海文旅度假特色小镇文化旅游设施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８万平方米)

２２９ 日照凤凰湾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２３０ 临沂茶芽山文康旅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７万平方米)

２３１ 单县浮龙湖生态文化旅游度假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９万平方米)

２３２ 菏泽花舞世界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８万平方米)

２３３ 菏泽玉皇水城现代乡村田园综合体 (总建筑面积４１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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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省重大准备项目名单

１ 日照先进钢铁制造基地产能承接一期项目

２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新旧动能转换系统优化升级改造项目

３ 中国重汽集团智能网联 (新能源)重卡项目

４ 山东有研艾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集成电路用大尺寸硅片产业化项目

５ 山东晋弘机械有限公司新能源智能工程机械制造项目

６ 山东锦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航空产业基地项目

７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售货冷链终端及商用自动售货设备研

发与产业化项目

８ 青岛西海岸中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新型高技术纺织机械制造项目

９ 人民控股集团山东智能制造产业项目

１０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项目

１１ 烟台鸿鹏航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航空复合材料制造产业化项目

１２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高档索具及轨道交通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与绿色工

厂建设项目

１３ 山东腾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智能化生产线研发及制

造项目

１４ 济南大唐５G智慧城建设及产业化项目

１５ 海尔物联网全球创新中心 (一期)智能家居定制研发中心项目

１６ 淄博尚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氨酯新材料及配套产品生产项目

１７ 中芳特纤股份有限公司对位芳纶纤维项目

１８ 山东成武易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丰度核级 B－１０酸、高纯电子级特气

项目

１９ 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OLED显示材料及功能性材料项目

２０ 中节能万润工业园二期项目

２１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效差别化粗旦氨纶项目

２２ 山东国泰大成科技有限公司中以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项目

２３ 东平金泰恒盛纸业有限公司新型绿色包装项目

０３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省政府文件

２４ 东阿辰康药业有限公司传统滋补阿胶与现代生物制药提取融合化项目

２５ 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智慧健康产业园项目

２６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

２７ 山东轩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医药研发中心及制剂生产项目

２８ 东营威联化学有限公司精对苯二甲酸及配套工程项目

２９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氧丙烷项目

３０ 山东清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双氧水法环氧丙烷及配套双氧水项目

３１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己内酰胺项目

３２ 久日新材料 (东营)有限公司光固化系列材料生产项目

３３ 山东友道化学有限公司高效低毒杀虫剂中间体连续流安全生产示范项目

３４ 山东新和成精化科技有限公司营养品及精细化学品项目

３５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高端聚碳酸质用双酚 A项目

３６ 山东京博中聚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聚丙烯树脂及配套项目

３７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聚酯项目

３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

３９ 莱西新希望六和食品有限公司智能一体化肉制品精深加工项目

４０ 启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提取智能制造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

４１ 山东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焙烤食品及稻香村文化体验项目

４２ 长清马山金港国际赛车场项目

４３ 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青岛)暨山东能源研究院

４４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扩建工程及孵化基地项目

４５ 济南水发国际物流园项目

４６ 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山东顺和国际智慧物流园

４７ 华东 (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项目

４８ 山东壹街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聊城)产业创新加速基地项目

４９ 雄商高铁 (山东段)

５０ 京沪高铁二通道潍坊至新沂段 (山东段)

５１ 德州至商河铁路

５２ 青岛西至京沪高铁二通道

５３ 聊城至泰安铁路

５４ 济南轨道交通４号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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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济南轨道交通６号线项目

５６ 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项目

５７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西环段项目

５８ 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中线潍坊至青岛段项目

５９ 临淄至临沂高速公路

６０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

６１ 潍坊机场迁建工程

６２ 新建枣庄机场工程

６３ 威海民用机场迁建工程

６４ 新建聊城民用机场工程

６５ 小清河复航工程PPP项目

６６ 老岚水库

６７ 官路水库

６８ 长会口水库

６９ 黄山水库

７０ 泰安抽水蓄能电站二期项目

７１ 潍坊抽水蓄能电站

７２ 招远核电一期项目

７３ 海阳核电３、４号机组项目

７４ 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流工程

７５ 烟台港西港区液化天然气项目

７６ 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海保险总部大楼项目

７７ 山东重工中国重汽百万整车整机绿色智造产业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

７８ 滨州乐安黄河公路大桥及接线工程

７９ 兖矿泰安港铁水联运物流园项目

８０ 济宁港嘉祥港区祥城北作业区铁水联运物流园区项目

８１ 山东京杭多式联运物流项目

８２ 曲阜尼山圣境二期项目

８３ 济南中心医院 (东院区)项目

８４ 滕州市医养结合健康中心项目

８５ 济宁如意湖生态农业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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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山东中滨环境保护固体废物综合处置中心项目

８７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山东健康职业学院项目

８８ 菏泽市大学科教园区建设项目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同意调整公路超限检测站的批复

鲁政字 〔２０２０〕２４号

省交通运输厅:

你厅 «关于优化调整公路超限检测站布局的请示» (鲁交执 〔２０２０〕３号)收悉.

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撤销济南市历城区超限检测站等５３处公路超限检测站.

二、同意嘉祥县超限检测站等８处公路超限检测站迁址.

三、同意调增淄博市淄川区超限检测站等１１处公路超限检测站.

附件:调整后的山东省公路超限检测站名单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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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调整后的山东省公路超限检测站名单

所在市 站点名称 站点位置及桩号

济南 济南市济阳区超限检测站 济南市济阳区济阳街道,G２２０K１８５＋０００

青岛 莱西市超限检测站 莱西市经济开发区,G３０８K１３６＋４００

淄博

淄博市周村区超限检测站 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G３０９K４５２＋７００

沂源县超限检测站 沂源县悦庄镇,S２２９K１１＋２００

淄博市淄川区超限检测站 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S５０９K４５＋９００

枣庄

枣庄市峄城区超限检测站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G２０６K７２２＋４００

滕州市超限检测站 滕州市荆河街道,G１０４K６９０＋０００

枣庄市薛城区超限检测站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G５１８K２６８＋２００

东营

东营市超限检测站 广饶县乐安街道,S２２７K９４南１３公里

利津县超限检测站 利津县利津街道,X０１６K２＋８００

烟台

烟台市超限检测站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G２０４K８＋６０

栖霞市超限检测站 栖霞市松山街道,S２０９K４４＋１００

潍坊

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超限检测站 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街道,G２０６K２５４＋５００

诸城市超限检测站 诸城市舜王街道,G２０６K４２３＋２６０

昌乐县超限检测站 昌乐县乔官镇,S１０２K２０２＋７８０

潍坊市寒亭区超限检测站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S３２０K３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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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市 站点名称 站点位置及桩号

潍坊

青州市超限检测站 青州市凤凰山西路王府街办驻地西３５０米处

安丘市超限检测站 安丘市兴安街道,S２２１K１０３＋８６０

济宁

济宁市兖州区超限检测站
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镇崇文大道 (巨王林村北

１０００米)

泗水县超限检测站 泗水县苗馆镇,G３２７K２３４＋９５０

汶上县超限检测站 汶上县中都街道,SS２５５K６０＋８００

鱼台县超限检测站 鱼台县王庙镇,S３１８K１１０＋３００

邹城市超限检测站 邹城市大束镇,S３１９K５９＋５００

金乡县超限检测站 金乡县鱼山街道,G１０５K６４９＋２３９

济宁市高新区超限检测站 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S１０４K１４２＋０６０

嘉祥县超限检测站 嘉祥县卧龙山街道,G３２７K３６４＋５００

泰安

泰安市磁窑超限检测站 宁阳县磁窑镇,G１０４K５５７＋２００

泰安市化马湾超限检测站 泰安徂汶新区化马湾乡,S２４１K１８０＋４００

新泰市超限检测站 新泰市羊流镇,S２４１K１９３＋７４０

东平县超限检测站 东平县大羊镇,G１０５K５４１＋７５０

泰安市泰山区超限检测站 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X００１３７０９０２K２＋４８１

肥城市超限检测站 肥城市仪阳街道,S１０４K７０＋８００

日照

莒县超限检测站 莒县经济开发区,G２０６K５１４＋６５０

日照市岚山区超限检测站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新２０４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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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市 站点名称 站点位置及桩号

临沂

蒙阴县超限检测站 蒙阴县蒙阴街道,S３３５K１６８＋１００

平邑县超限检测站 平邑县经济开发区温水园区,G３２７K１９５＋４００

临沭县超限检测站 临沭县店头镇,S２２５K１０１＋８８０

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超限检测站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坪上镇,S３１４K３２＋８００

德州

京台高速鲁冀界超限检测站 G３鲁冀省界

青银高速鲁冀界超限检测站 G２０鲁冀省界

德州市德城超限检测站 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G１０５K３１４＋０００

德州市庆云超限检测站 庆云县渤海路街道,G２３３K８３７＋８００

齐河县超限检测站 齐河县晏城街道,G３０８K５４７＋９００

临邑县超限检测站 临邑县邢侗街道,G１０４K３８２＋９００

宁津县超限检测站 宁津县时集镇,G１０４K２３＋３３０

乐陵市超限检测站 乐陵市郭家街道,S２４０K８＋７１０

武城县超限检测站 武城县老城镇,G３４０K３４０＋４００

禹城市超限检测站 禹城市市中街道,G５１４K１１＋９００

聊城

东阿县超限检测站 东阿县大桥镇,G１０５K４６７＋６００

高唐县超限检测站 高唐县汇鑫街道,G１０５K３９１＋１００

临清市超限检测站 临清市先锋街道,G５１４K１２３＋５００

聊城市茌平区超限检测站 聊城市茌平区温陈街道,G３０９K５１９＋８００

阳谷县超限检测站 阳谷县侨润街道,G３４１K４３９＋７００

冠县超限检测站 冠县崇文街道,G３２９K４９９＋７００

莘县超限检测站 莘县十八里铺镇,G２４０K４２９＋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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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市 站点名称 站点位置及桩号

滨州

滨州市小营超限检测站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营街道,G２０５K５６１＋

４００

滨州市沾化区超限检测站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镇,S２３６K５７＋０００

无棣县超限检测站 无棣县碣石山镇,S２３６K１１＋１００

菏泽

单县超限检测站 单县谢集镇,G１０５K６８８＋２００

济广高速鲁豫界超限检测站 G３５鲁豫省界

鄄城县超限检测站 鄄城县红船镇,S３１９K２３０＋７００

巨野县超限检测站 巨野县麒麟镇,G３２７K３６７＋７００

郓城县超限检测站 郓城县双桥镇,G２２０K４２２＋６００

曹县青堌集超限检测站 曹县青堌集镇,G１０５K７１６＋０００

成武县苟村超限检测站 成武县苟村镇,S３１８K２１８＋６６０

东明县超限检测站 东明县城关街道,G１０６K５８５＋１００

菏泽市定陶区超限检测站 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G２２０K５０２＋４５０

巨野县大义超限检测站 巨野县大义镇,S２４２K２９０＋５７０

单县终兴超限检测站 单县终兴镇,G５１８K３７５＋４２０

东明县三春集超限检测站 东明县三春集镇,G１０６K６２１＋８００

曹县超限检测站 曹县庄寨镇,G２４０K５９７＋５００

菏泽市牡丹区超限检测站 菏泽市牡丹区皇镇街道,G３２７K４２１＋１５０

成武县超限检测站 成武县汶上集镇,S２４２K３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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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鲁政办发 〔２０２０〕４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

决策部署,支持中小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

响,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经省委、省政府

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强化金融支持

１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行业企业,要灵活运用无还本续

贷、应急转贷等措施,支持相关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稳定授信,银行机构要对其

到期贷款予以展期或续贷.对受疫情影

响、授信到期还款确有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银行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要通过适当

降低利率、减免逾期利息、调整还款期限

和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２０２０年,省内各银行

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新增贷款规模

不得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山东银保监局、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分

工负责)

２ 降低信贷融资成本.银行机构要

压降成本费率,通过实行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减免手续费

等方式,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同比下

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低

于去年同期０５个百分点.银行机构要优

化业务流程,开辟服务绿色通道,加大线

上业务办理力度,简化授信申请材料,压

缩授信审批时间,及时为企业提供优质快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山东银保监局、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分工

负责)

３ 降低企业担保费率.省投融资担

保集团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

客户 疫 情 防 控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不 超 过

１０００万元)担保业务,全部纳入再担保

分险范围.降低对疫情防控相关小微企业

的融资担保费率,省投融资担保集团对合

作担保机构在疫情期间办理符合备案条件

的小微企业担保项目,减按５０％收取再

担保费.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积极与合作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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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协商给予续保. (山东银保监局、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分工负责,各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落实)

４ 加强应急转贷基金使用.中小企

业应急转贷基金使用期限,确有需要的,

单笔业务可延长至１５天.开通应急转贷

服务受理绿色通道 (申请电话:４００－６５１

－ ０５３１, 网 上 申 请 入 口:http://

wwwsmesdcomcn),积极协调银行缩

短贷款审批时间.实行转贷费用优惠费

率,通过省转贷平台和市县转贷机构共同

让利,中 小 企 业 应 急 转 贷 费 率 由 每 日

０１％降低至００８％以下.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牵头)

５ 实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

财政贴息.对国家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２０２０年新增的企业贷款,中央

财政已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５０％给予

贴息;对省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省财政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５０％

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１年. (省财

政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配合)

６ 实施贷款风险补偿政策.在疫情

期间,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流动资

金贷款和技术改造类项目贷款 (单户企业

贷款余额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确认为不良

部分的,省级风险补偿资金按照贷款本金

的３０％给予补偿.对无还本续贷政策落

实成效明显的金融机构,省财政给予奖

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财政厅、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山东银保监局配合)

二、减轻税费负担

７ 减免相关税费.因疫情影响遭受

重大损失,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确有困难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减

征或者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省税务局牵头)

８ 延期缴纳税款.纳税人因疫情影

响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有权税务机关

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３

个月.(省税务局牵头)

９ 缓缴社会保险费.对受疫情影响,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企业,按规定经批

准后,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费,缓缴期最长６个月.缓缴期间,

免收滞纳金,职工可按规定依法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

缴的社会保险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

益.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省财

政厅配合)

三、降低运营成本

１０ 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对承租国有

企业经营性房产的中小企业,可以减免或

减半征收１－３个月的房租;对存在资金

支付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延期收取租

金,具体收取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对租

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 (房东)为

租户减免租金,参照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减免,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 (省国资委

９３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牵头)

１１ 延长合同履行期限.对已与国有

企业签订合同的中小企业,确因疫情影

响,无法按时履行合同义务的,可以适当

延长合同履行期限,具体延长期限由双方

协商后重新确定.国有企业要严格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关于清理拖欠中小企业民营企

业账款工作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

支付相关款项,不得形成新增逾期拖欠.

(省国资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

１２ 增设创业孵化基地、园区运营补

贴.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

租金的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示范园

区,给予最长３个月的运营补贴,补贴标

准为减免租金总额的３０％,最高５０万

元,所需资金从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

金中列支.各市可制定市级创业孵化基

地、园区运营补贴办法.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科技厅配

合)

１３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加

大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群众生活保障物

资生产小微企业和创业者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力度.创办企业及各类合伙创业或组织

起来共同创业,且合伙人、组织成员均符

合借款人条件的,按照每个创业企业借款

人最多不超过 (含)３名合伙人,每人最

高不超过１５万元,可申请不超过４５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

超过３００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科技

厅配合)

１４ 缓解企业用能成本压力.对中小

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气、用水

等,实行 “欠费不停供”措施;疫情结束

后３个月内,由企业补缴缓缴的各项费

用.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配合)

１５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对疫情防控

应急物资、重要生产生活物资实施绿色通

道政策,优先保障绿色通道车辆快速通

行.对因物流运输等原因导致大宗干散货

和油品不能及时疏运的,在港口原有免费

堆存期基础上,再延长３０天的免费堆存.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

四、加大稳岗力度

１６ 支持企业不裁员少裁员.对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

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５０％.对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６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

人数确定.将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９０％.(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配合)

１７ 阶段性延长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

补贴期限.对受疫情影响坚持不裁员且正

常发放工资的中小企业,其正在享受的社

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本意见到期后,

可阶段性延长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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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稳定企业劳动关系.企业因受疫

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与职工

集体协商,采取协商薪酬、调整工时、轮

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保留劳动关

系.(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

１９ 重点支持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就

业服务.对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民办

职业中介机构,介绍技能型人才和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高校毕业生到本省中小企

业就业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经审

核确认后,市、县级财政可适当给予职业

介绍补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

２０ 优化补贴办理流程.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受理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

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岗

位补贴和在职培训补贴的申请,经审核符

合条件的,优先予以批准.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牵头)

以上政策措施适用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四部门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 〔２０１１〕３００号)确定的

中小企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暂

定３个月.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印发)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生活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展览业及电影放映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鲁政办发 〔２０２０〕５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各高等院校:

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生活服务业,

以及批发零售业、展览业、电影放映业,

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十分严重的行业,

疫情期间全行业大面积停业歇业,疫情过

后也将面临较长恢复期,企业实际困难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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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切实降低疫情损失,帮助相关企业

渡难关保生存求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

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１疫情期间,依法免征增值税及附

加.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至疫情防控工作

结束,对纳税人提供旅游娱乐、餐饮住宿

等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

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２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

２０２０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５

年延长至８年.困难行业企业范围,按照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２０年第８号)

规定执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３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纳税

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确有困难

的,经税务机关核准,依法减征或者免征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省税务局)

二、强化援企稳岗政策

４缓缴社会保险费.对受疫情影响,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按规定经批准

后,可缓缴最长６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缓

缴期间,免收滞纳金,职工可按规定依法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缓缴期满后,企业足

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不影响参保人

员个人权益.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医保局、省财政厅)

５对依法参保、符合条件的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可按６个月的上年

末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

数,确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 (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６适当下调企业职工医保费率.自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下调１个百

分点.(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各市政府)

７按最低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受

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依法申

请按单位和个人各５％的最低标准缴存住

房公积金,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 (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

８加大企业用工补贴力度.各市可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依据用工数量和新增

用工数量,给予一定用工补贴,补贴标准

根据省政府有关规定由各市结合本地实际

确定.(各市政府)

９疫情期间,现有从业人员的健康

证明有效期适当顺延至疫情结束后一个

月. (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

药监局)

三、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１０对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用

电、用气、用水等,实行 “欠费不停供”

措施,疫情结束后３个月内由企业补缴缓

缴的各项费用.各市可根据当地承受能力

研究制定支持政策,降低企业用水、用气

负担.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能源局、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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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市政府)

１１允许企业门店阶段性报停取暖费

并返还停暖期间费用.取消 “暂停用电不

得少于１５天”等限制,实行 “先办理,

后补材料服务”,随时根据企业需求及时

受理.对需要办理暂停、减容、恢复等用

电业务,取消 “５个工作日申请”等限

制,当日受理,次日办结 (含节假日).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各市政府)

１２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的企

业,可以减免或减半收取１－３个月房租;

对存在资金支付困难的企业,可以延期收

取租金,具体收取期限由双方协商决定.

对承租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其它公有房产的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收２、３月份房租;

经营确有困难的,可减半收取４至６月份

租金.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

(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参照国有资产

类经营用房减免,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

鼓励大型楼宇、商场、园区等各类市场运

营主体为承租户减免租金.主动为租户减

免房产或土地租金的企业,缴纳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减免

相应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省国

资委、省财政厅、出租相关房产的省直部

门单位,各市政府)

１３．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支持冷链体

系和末端惠民设施建设,提高企业产运销

能力.对参与国家和省组织调运任务的流

通企 业,按 省 内 调 运 ３０％、跨 省 调 运

５０％的比例给予物流费用补助,单个企业

补助总额不超过５０万元.(省商务厅、省

财政厅)

１４各市可对疫情期间承担居民生活

保障任务的批发零售企业和参与属地疫情

防控工作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给予适

当补贴.各市可提供规划、施工许可等政

策支持,鼓励景区、酒店在疫情期间对其

经营场所进行改造升级.(各市政府)

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１５省内各金融机构可通过变更还款

安排、延长还款期限、无还本续贷等方

式,对到期还款困难企业予以支持,特别

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文化旅游、会展等行业,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鼓励金融机构对因疫情

影响导致贷款逾期的企业减免罚息.对受

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或企

业,金融机构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

信用记录. (山东银保监局、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１６鼓励各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企业适当下调贷款利率,新发放贷款平

均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去年年末水平,续贷

业务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前合同.督促金融

机构主动对接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金融

需求,开发专属的信贷产品,保障企业流

动性资金需求.各市要主动梳理有流动性

资金需求企业名单,经省商务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分别审定后,报山东银保监局.

(山东银保监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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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各市政府)

１７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鼓励

保险机构适当延期收取保费,缓解企业资

金周转困难.鼓励保险机构结合政府规定

和客户申请,适当延长与企业经营相关保

单的保险期限.(山东银保监局)

１８各市可对受疫情影响出现暂时困

难但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给予财政贴

息,贴息期不超过１年.(各市政府)

本意见所指的生活服务,指为满足城

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

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

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

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具体范围按照 «销

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财税

〔２０１６〕３６号印发)执行.批发零售业、

展览业及电影放映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标准 (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执行.广大企

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着力激发内生

动力,深挖发展潜力,在确保疫情防控措

施到位前提下积极复工开业.要危中寻

机、化危为机,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不断

创新服务模式和发展业态,努力实现转型

发展、快速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印发)

山东省人民政府任免的工作人员名单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王伟为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

长;

燕东为山东省海洋局副局长;

胡伟政为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

长;

于剑为山东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免去:

郭金明的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理事长职务.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吴磊为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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