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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附件

《政府工作报告》词语注释

1. “125510”发展思路（P1）：“1”即高质量党建统领高

质量发展；“2”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第一个“5”即以产业

兴、科创兴、文化兴、生态兴、教育兴推动槐荫的全面振兴；第

二个“5”即高标准打造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济南西站枢纽经济商

务区、智能制造产业区、百年商埠历史文化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五大主战场”；“10”即实施项目建设、招大引强、产业升级、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改革创新、教育强区、乡村振兴、品质槐

荫、基层党建“十大攻坚行动”。

2. “342”现代化产业体系（P3）：“3”即以医养健康、先

进材料、智能制造三大产业为主导，“4”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文

化旅游、商务会展、汽车消费四大产业为特色，“2”即现代物流、

现代金融两大产业为支撑的产业体系。

3. “河创田园”（P7）：即槐荫区乡村振兴工作品牌。寓意

依托黄河稻改文化发源地的深厚底蕴，突出黄河、长江、玉符河

与小清河四河交汇的独特水资源优势，体现槐荫因河而生、因河

而兴、因河而富的地域特色，探索沿黄流域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

推动槐荫区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打造“城市边的梦想田园”。

4. “槐乡厚礼”（P7）：即槐荫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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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因“槐”得名，成为闻名遐迩的“槐乡”。“厚礼”寓意琳琅

满目的农特产品，皆为大自然慷慨无私的丰厚馈赠。

5. “一包四访多联共融”机制（P7）：“一包”即部门帮包

企业；“四访”即访企业发展需求、访企业生产安全、访企业经

营困难、访企业扶持政策；“多联”即多部门联动；“共融”即

融合各方面涉农资金、政策共同促进涉农企业发展。

6. “三变”改革（P7）：即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改革。

7. “共创共富”增收机制（P7）：即政府、企业、农民多方

主体共同参与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实现农民和村集体增收共富。

8. “企业大事一体办”（P8）：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立足

企业“落地、建设开工、建设竣工、开业、退出”五大场景，通

过简化材料手续、并联审批、跟踪督办等方式，为企业提供一体

化帮办服务，目前已打造大型酒店、中型酒店、大型商超、综合

医院、康养中心、连锁加盟餐饮、药店、人力资源公司、食品加

工厂、书店、KTV、医药公司 12 类服务样板。

9. “心电一张网”建设（P9）：即以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为

核心、槐荫人民医院为枢纽，联合全区4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和 49 家村卫生室，共同构建的远程心电诊断服务网络体系，通过

“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模式，有效缩短患者等待诊断时间，

实现心电检查的便捷化、高效化和精准化。

10.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九大行动”（P9）：即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人安全教育培训行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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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安全科技支撑和工程治理行动、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提升行动、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管理体系建设行动、安全生产精准执法和帮扶行动、全民安全

素质提升行动、安全生产“审计式”监督检查服务行动。

11. 两重两新（P12）：“两重”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

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

12. “1+3+9+X”一体化招商体制（P13）：“1”即区投资

促进局牵头抓总；“3”即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槐荫经济开发区、

槐荫城投集团三大平台抄手协作；“9”即 9个现代化产业专班推

进；“X”即发挥招商大使、行业商会协会学会、产业规划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招商资源作用，形成招商合力。

13. “四抓四提升”（P13）：即抓谋划储备，提升项目质量；

抓过程管理，提升推进效率；抓要素供给，提升保障水平；抓力

量整合，提升服务能力。

14. “三资”（P16）：即资金、资产、资源。

15. “槐小花”（P16）：即“槐小花”政务服务队伍，为企

业、群众免费提供线上线下咨询、援助等服务。

16. “信用茶城”（P17）：即在政府指导下以广友茶城为核

心的消费领域开展的创新信用应用场景，将信用理念、方法、制

度贯穿于茶叶市场供应链管理全过程，引导商户诚信经营。

17. “1+4+N”数字槐荫建设推进工作体系（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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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综合领导体系；“4”即数字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四个专班；“N”即卫生、体育、人社、住建等 N个方面。

18. “槐荫四宝”（P18）：即吴家堡大米、西郊盖韭、吴家

堡白莲藕、出口圆葱。

19. “黄河五珍”（P18）：即黄河稻蟹、黄河鲤鱼、黄河白

虾、黄河鳜鱼、稻田龙虾。

20. “槐漾非遗”（P19）：槐荫文化惠民活动品牌之一，即

组织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深入各街道社区，开展现场展示、

展演、讲解、体验传习等活动，增进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

识，传播民间艺术和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1. “槐荫四季”（P19）：文化惠民活动品牌之一，即利用

街道社区、村居、文化广场，组织开展音乐、曲艺、戏剧、舞蹈

等文化惠民演出，举办市集活动，搭建“演出+市集+体验+游艺”

群众性文化交流消费互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