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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商业历史到现代商业文明， 一个城市的脉

搏总能为城市的发展腾飞叙写史诗。

1500 年前的隋朝时期， 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工

程———京杭大运河的开通， 为德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生机和活力。 作为大运河重要的驿站码头，古老的德州

在高亢的运河号子声里，描绘出一幅“千帆竞发”、“柳

湖鸣莺”的天忂胜景。

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大踏步跨入高铁时代，德州

以太阳能为主导的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太阳

城”美誉传遍天下。

面对新一轮发展大潮，德州市委、市政府以“大开

放、大招商、大发展”的姿态，乘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蓝黄” 两大战略的东

风，抓住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起带“一圈一

带”建设的难得机遇，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主

导产业集群推进计划，现代产业快速崛起。

德州，这座全球经济发展新一轮投资热点城市，正

焕发着无穷魅力与勃勃生机。

海内外的朋友，德州欢迎您！

吴翠云

中共德州市委书记

德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端

德州位于山东省西北部、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贯黄

（河）运（河）而望江海，连鲁冀而衔中原，是山东的北大

门。 辖两区、两市，七县和两个经济开发区，幅员 10356

平方公里，总人口 570 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德州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围绕推进跨越发展、建设幸福德州目标，

全力实施产业强市、文化立市、生态美市、惠民安市四

大战略，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型城镇、民生保障三大

体系，做大做强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园区经济、实体经

济、民营经济五大板块，努力打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集群，经济社

会有了长足进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热情好客的德州人民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前来投

资兴业，我们携手并肩共建创业之州、富庶之州、和谐

之州，共创美好未来！

杨宜新

中共德州市委副书记

德州市政府市长

王正方

本报记者 高建生

山东德州

用权力“减法”换取发展“加法”

张艳平 本报记者 于浩

大发展势必要求大改革, 大改革

才能推动大发展。

面对改革大潮，德州坚持顶层设

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把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作为深化改

革的首要因素，突破制度瓶颈，让发

展能量几何级释放。

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

和要求，德州市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6 个专项小组和市委改革

办。 德州深化重点领域法人改革，主

要是着眼体制机制上的顽疾，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改革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上率先取得突破。

简政放权

大规模、深层次启动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清理行政审批、行政确认等 9

类行政权力事项，在权力事项总量与

其他各市保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通

过权力类别调整，最大限度精简审批

目录、做大服务目录、做实监管目录，

推动各部门由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

事前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德州市在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同时，还启动了政府大部门体制

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财税体制等配

套改革。

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

力的“加法”。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市级

行政审批事项的总数减少到 263 项，

是全省地级市中审批事项最少的市之

一，通过改革，基本消除了区域内职能

部门重叠、管理权限交叉的弊端。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踏步推进，

只是德州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改革进程蹄疾而步稳，德州研

究制定了市委 2014 年重点改革事

项，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

现的问题， 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

德州先后启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

体制、民主法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 党的建设制度和纪律检查体制

“六大领域改革”，承担 16 项国家级、

27 项省级改革试点任务,年内需完成

的 287 项改革重点事项已全部启动,

目前已完成 158 项，一些领域改革成

效逐渐显现，形成了整体推进与重点

突破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激发活力

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注重激

发和释放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营改

增”试点、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成效明

显, 全市公司新设立登记数量同比增

长 101.5%。

在金融领域，为了提升金融活力，

促进银企合作，推进企业股改，德州市

筛选上市后备资源企业 102 家， 已完

成股改企业 42家，这一工作经验和具

体做法，成了全省推广的经验。

随着金融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

全市不良贷款率较 2014 年初下降

0.33 个百分点。

进一步健全完善科技金融融合

创新， 推进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德

州市不久前成功举办第四届资本交

易大会暨融入首都经济圈投资洽谈

会，融资总量破千亿元。 深入推进招

才引智机制改革, 实施现代产业人才

支撑计划, 引进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88 人,是历年存量的近 4 倍。

经济发展离不开诚信建设的制

度化。 德州以宁津县为试点，以打造

“诚信宁津”为目标，推进以政务诚信

为先导，企业诚信为重点，社会诚信

为核心的“三位一体”诚信体系建设，

成为全省首批诚信建设试点，诚信宁

津的品牌越叫越响。 以此为发端，目

前，诚信德州建设正在全面推进。

错位发展

在大格局下谋划发展需要有明

确的定位，在大战略下推进发展需要

有科学的路径。

为此,德州依托区位交通、产业基

础、园区平台、生态经济四大优势,立足

错位发展，突出特色发展,顶层设计、高

点定位、明确目标，全力打造首都经济

圈产业转移承接基地、 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基地、 优质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

地、 高素质劳动力培训输送基地和京

津冀南部生态屏障“四基地一屏障”，

加快建设鲁冀边界科学跨越发展先行

区、生态低碳发展新高地、全省对接京

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桥头堡,积极探索

区域竞合发展、融合创新发展之路。

在区域竞合中， 最激烈的是产业

竞争，最重要的也是产业合作。近年来，

德州市在传统产业持续改造提升的同

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加速

突破，与先进地区加强产业合作的基础

越来越坚实、承接先进地区产业转移的

平台越来越好。 为此，德州专门成立了

对接央企办公室，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与央企(强企)对接合作工作的意

见》,计划用 5年时间,全市新增央企(强

企) 合资合作重大项目 100个以上，实

际到位资金 1000亿元以上。

截至目前, 全市 150 多家企业与

京津地区关联企业结成合作伙伴,已

有 58 家央企投资的 81 个项目落户

德州,总投资达 1306 亿元,中建材三

新产业园、中商智慧总部、中矿低碳

环保装备、中国地理标志企业基地等

一批投资过百亿元的项目正在推进

实施。

德州是全国第一个与天津滨海

新区结为友好市区并设立驻滨海新

区办事处的城市，全市为天津配套的

产业产值三年增长 60%,30%的农副产

品供应天津，40%的商品从天津口岸

进入国际市场。

处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紧密圈

层的齐河、禹城、临邑，是省规划确定

的产业转型承接协作区，齐河 70%以

上的项目与省会产业配套，禹城已与

60 多家济南企业成功合作，临邑承接

济南产业协作项目达 50 多个， 成为

全市县域加强产业协作、承接大城市

产业转移的典范和样板。

德州市经济合作局

联系电话：（0534）2687165

手机：15005342575

微信号：1500534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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