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

建成区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全部淘汰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03天
达到国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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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年），太平机场T2
航站楼建成投用，哈站改造全
面完成，地铁运营31.6公里、在
建60.8公里。

生活垃圾、厨余垃圾日处
理处置能力分别达 6680吨和
1500吨，可满足未来城市可持
续发展需求，彻底解决了垃圾
围城问题。集中实施二次供水
改造，有效解决了城区20万户
居民吃水难问题；扎实推进松
花江水源上移及三水厂升级改
造，清理整治磨盘山等市级水
源地，城市发展用水和应急供
水得到根本可持续保障。

着力解决住房领域历史遗
留问题，困扰 26.5万户居民多
年的产权证办理问题，除6000
户需履行法律程序外全部解
决；59个棚改项目、涉及2.6万
户居民多年未回迁问题得到妥
善解决；烂尾 10余年的龙凤、
国贸大厦实现复建。

贯彻公园城市理念，拆墙
露绿、还绿于民，太阳岛景区和
湘江公园、儿童公园、文化公
园、森林植物园等95处公园游
园免费开放。发布《哈尔滨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
订）》，为保护历史建筑、留住城
市记忆提供了法律保障。

成功复牌并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

3月 14日上午，哈尔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召开，哈尔滨市长孙喆作政府工作报告。

“十三五”时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4％，占全省比重由2015年的34.8％提高到37.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5.8％（按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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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个政务事项办理时限、要件和方式达到全国
最优水平，14210个事项开通一网通办，3912件列入

“清赖行动”台账的政府失信违诺案件全部整治到位，
企业集群登记、信用体系建设被国务院通报表扬，建
设项目审批、不动产登记改革被列为全国典型，网上
政务服务能力居东北地区首位。

营商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稳增长、调结构增后
劲的重要抓手，聚焦构建“4＋4”产业新体系，累计引进
总投资超百亿元项目40个；市级推进的779个重点产
业项目完成投资1804.9亿元，带动工业、服务业投资
年均分别增长3.6％和4.5％，其中建成投产项目355
个，实现销售收入1627.7亿元、利税213.2亿元。

产业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哈尔滨市的发展目标
是：“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
~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同期GDP增
速保持同步。到2035年，建成国家重要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粮食生产及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世
界冰雪文化旅游体育名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远景目标。

要进一步聚焦发力、精准施策，按照“五个要
发展”要求，突出做好“三篇大文章”，加快产业项
目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
现代产业体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面加大粮食生产、现代种业提升、智慧农
业等推进力度，在农业现代化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科教资源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在创新型城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对
俄开放为重点、深哈合作为示范，在深化改革开
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发挥“五区叠加”优势，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标
杆和高品质生活新城区，在哈尔滨新区建设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

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基本建成绿色
生态产业体系，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

深入落实乡村振兴和“强省会”战略，促进哈
大绥一体化、哈长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在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推进公民道德、社会诚信和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在提高社
会文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提升社保和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民生福祉改
善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深入推进平安哈尔滨、法治哈尔滨建设，增
强政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城市救灾应急等能
力，在社会治理效能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GDP年均增长
5.5％~6％

“十四五”时期

目标：

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一批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

得到切实解决

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从科技成果转化“市
场导入”、打造双创生态、加强校地合作和国际科技合
作等入手，大力推动科技企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累计投入4.4亿元实施科创企业“雏鹰计划”、3.5亿元
科技金融引导资金，创办中外联合技术创新中心5家，
新增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65家，在孵企业由
2032户增加到 4361户，高新技术企业由 432家增加
到1180家。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183.8亿元，比上年增长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2％。

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情况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39.6亿元，下降8.4％（按可比口径增

长3.5％）。

开复工省“百大项目”111个、市重点产业项目283个，分别完成投资441.7亿元和281.7亿
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

文旅产业强势复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10月份以来连续实现正增长。

通过“云招商”“云会见”持续深化国内外经贸交流合作，进出口总额增长1.5％；赴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精准招商，引进重大项目213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境外资金分别增长36.7％
和0.6％。

减税降费115.4亿元

落实稳企稳岗基金31.1亿元

减免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房租8874.7万元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性担
保贷款198.7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9791元和19631元。

城乡低保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持续上调，城镇职工和
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水平得到提高，及时为困难群众发放价格补贴
和救助资金。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1628万平方米、涉及居民24万余户，启动
棚改1.2万户。

竣工投用路桥项目39个，拆除违建517万平方米，286个历
史遗留基础设施建成项目全部完成建管交接。

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实现历史性

十七连丰。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提升农业价值链、
延长产业链，食用菌、大榛子、森林猪等特色高效产业加快发展，
五常、方正、延寿、通河大米品牌价值突破920亿元，规上农副食
品加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7％，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全省三分
之二。

智慧城市综合牵动作用全面显现
以智慧城市建设小切口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两化”融合

快速推进、现代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健康医疗、城市安防等云平
台建设完成，城市通、云课堂、远程会诊等多场景应用和开发需
求推动新产业快速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市场
主体由1.1万户发展到1.7万户，规上营业收入达到118亿元。

文旅体融合发展活力加速释放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着力打造世界音乐之城、国际冰雪之城、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和国际时尚之都。

建设中央大街整体街区并被评为高品质步行街，提档升级
冰雪大世界、太阳岛等景区，编制亚布力大旅游空间发展战略研
究和景区总体规划、冰雪产业规划、滑雪专项规划，叫响哈尔滨
百年交响乐团、芭蕾舞团等高雅艺术品牌，50余条精品线路逐
渐成熟，冬季铁人三项世界杯和冰盘国际公开赛首次走进亚洲
（中国）、落户哈尔滨，“哈马”等一系列赛事活动享誉国内外，文
旅体产业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快速增强。连续三年居全国
十佳冰雪旅游城市榜首。

城市开放合作水平大幅提升
发挥城市特色，以国际化活动引入城市的外部需求。成功

举办东亚文化之都哈尔滨年等重大国际交流和赛事活动100余
项，连续举办两届的国际冰雪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及经贸洽谈，
每届达40多个国家（地区）700余家参加。对俄合作由点到面全
方位展开。

哈尔滨新区自贸片区加速崛起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在新区先行先试，在全

市统筹规划基础上，促进重大项目布局和优质公共资源向新区
快速集聚，全方位支持新区高质量发展。实施重大改革372项，
13项改革经验在省市复制推广，自贸片区成功复制上海自贸区
等试点经验202项，一批国内外500强企业和新经济企业注册落
户，新区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全市全省。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马智博 韩丽平 韩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