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鲁政办发 〔２０１８〕１３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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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批示

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批复的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建设总体方案》，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续

发展，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提供交通保障，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进一步做好 “四好农村路”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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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问题导向，进一步优化全省农

村公路路网结构，提升管理养护水平，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发展，努力打造山东 “新农村幸福路”优质品牌，为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走在

前列，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提供坚实保障。

二、任务目标

深入推进全省 “四好农村路”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公路体

制机制改革，落实市、县 （市、区）政府责任，稳定资金来源渠

道，健全建管养运长效机制，组织开展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

坚”专项行动，积极开展日常性养护和养护大、中修工程，消除

路网主要路径中的大、中型危桥，提升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水平，

健全农村客运和物流体系，实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到２０２０

年，新建改造农村公路３．４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全部通公

路，农村公路列养率保持１００％，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全部通客

车，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比例达到７５％以上，物流服务网点覆

盖率达到９０％以上，具备条件的３００人以上岛屿建有陆岛交通

码头；到２０２２年，进一步提升 “四好农村路”建设水平，全面

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深度，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比例达

到９０％以上，全省所有行政村物流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基本建成体制机制顺畅、结构科学合理、组织集约高效、能力总

体适应、技术先进适用、安全保障有力、生态环境友好的农村公

路交通服务体系。

—２—



三、工作重点

（一）全面建好农村公路。

１．完善路网规划。县 （市、区）政府要将农村公路建设工

作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考虑，科学编制农村公路

规划，并与新旧动能转换、村镇整体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综

合交通、产业布局、全域旅游、精准扶贫等专项规划有效衔接，

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路网结构，确保路网规划中县乡公路比例、

三级路以上比例逐年上升。市政府要统筹做好辖区内农村公路规

划编制的指导和审批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年底，全省农村公路的路

网规划中县乡公路比例、三级路以上比例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２．加快提档升级。全面提升农村公路发展速度、网络规模

和管理服务水平，打造农村公路 “升级版”，创树山东 “新农村

幸福路”优质品牌。优先满足区域中心村、中心社区对农村公路

的新改建需求，新改建农村公路的路面宽度一般不低于６米，严

格落实安保工程、客运亭 （牌）、货运物流以及必要限高限宽、

限载标志等配套设施建设 “三同时”制度，鼓励在路侧预留服务

旅游观光的平台，重点解决农村公路与国省道相交处的路基高度

差较大问题，确保 “建成一条，达标一条”。在全面完成村级公

路网化示范县、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专项行动的同时，从今年开

始连续三年开展农村公路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实施路网提档升

级、自然村庄通达、路面状况改善、运输服务提升 “四大工程”，

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和城乡公交一体化示范县创建活动，到２０２０年年底，提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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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窄路基路面”“畅返不畅”“油返砂”路段，逐步消除路网中

“断头路” “瓶颈路”以及等外路，实现 “危窄桥”动态平衡处

治，积极推进自然村通公路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群众交通出行条

件。

３．实施交通扶贫。“四好农村路”建设要与精准扶贫、“第

一书记”扶贫、黄河滩区迁建等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大贫困

区域资金扶持力度，加快黄河滩区迁建临时撤离道路、陆岛交通

码头建设，充分发挥交通扶贫脱贫攻坚基础支撑作用。到２０２０

年年底，所有扶贫工作重点村实现有等级路与邻近路网衔接、有

１—２条穿村公路、有客车通达的目标。

４．打造精品示范。县 （市、区）政府要依据区域地理区位、

社会经济、产业布局、资源优势等特点，将自然生态、风土人

情、乡村特色、传统文化等融入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建设之

中，做到公路与沿线周边乡村风貌、田园风光、农业园区充分融

合，全面打造 “一县一特色、一路一风景、一村一幅画”的系列

旅游路、景观路、生态路、产业路、文化路。到２０２０年年底，

每个县 （市、区）至少打造２条以上精品示范美丽公路。

（二）全面管好农村公路。

１．落实管理责任。县 （市、区）政府要切实履行好农村公

路管理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基层作用，制定相关部门、乡镇政府

和村民委员会在农村公路管理方面的权力和责任清单，保障建管

养运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要在确保县道管养到位的同时，将工作

重点向乡道、村道倾斜，并强化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建立奖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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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断提升区域农村路网管理服务水平。市政府要进一步加大

农村公路投入，做好相关政策保障，创新监督指导方式，严格考

核奖惩措施，大力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力，确保辖区内农村路网

保持优良服务水平。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统筹引导和政策支

持，督促落实管理责任，为农村公路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

好外部环境。

２．健全管理机制。县 （市、区）政府要建立健全 “政府牵

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农村公路管理协调机制，指导并监

督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履职尽责。不断完善农村公

路管理组织体系，健全县、乡、村级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专业部

门优势和政府、村委会职能作用，按照 “精干高效、专兼结合、

以专为主”的原则，加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提高专业技术人员

配置比例，探索建立全民参与、全员监管模式，有力保障农村公

路监管体系高效运转。

３．强化法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法治体系和路政管

理机构建设，加快完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体系，大力提升执法

机构能力水平，健全乡规民约条款，建立 “县有路政员、乡有监

管员、村有护路员”的农村公路保护队伍。各级政府要组织交通

运输、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农业、水利、旅游发展等部门，定

期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破坏、损坏、非法占用、非法利用农

村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违法行为，严格落实赔偿制度，利用各种

有效手段，强化涉路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形成农

村公路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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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整治路域环境。县、乡级政府要结合建设城乡环卫一体

化、美丽乡村、全域旅游等，统筹规划、同步安排，提前预留绿

化空间，扎实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组织实施农村公

路净化、美化、绿化 “三化”工程，深入推进绿色廊道建设，全

面清理路域范围内的草堆、粪堆、垃圾堆、非公路标志，具备条

件的路段全部实现路田分家、路宅分家、绿化全覆盖，打造标

准、规范、舒适、优美的通行环境。同时，积极开展占道经营、

马路市场的清理整顿工作，实现 “退路进场、退路进厅”，有效

保障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三）全面养护好农村公路。

１．做好养护规划。县 （市、区）政府要按照 “节约高效、

实事求是、保障水平”原则，遵循 “全寿命周期”养护理念，组

织交通运输、财政等部门科学编制区域农村公路养护发展规划，

做好农村路网年度养护计划，准确测算确保路网技术状况达到国

家规定水平的必要投入。进一步加大农村公路预防性养护力度，

强化养护质量控制，探索建立健全养护效果评价机制，保障路况

整体服务水平。省、市级交通运输、财政部门要积极做好养护规

划的指导、监督、协调和服务工作。

２．完善养护机制。县 （市、区）政府要建立 “县为主体、

行业指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养护工作机制，确立政府与

市场合理分工的养护生产组织模式，平稳有序地推进农村公路养

护市场化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市场化进

程，不断健全竞争机制，择优选取专业化队伍开展定期养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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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程、维修保养、日常养护等项目要实行片区捆绑、条块打

包，积极推广政府主导、公司经营、物业管理和市场运作等养护

模式，确保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养护维修及时到位；鼓励探索

水毁、地质等灾害保险模式，减少政府灾毁经费支出。

３．提升养护水平。县 （市、区）政府要推进农村公路养护

常态化，强化养护责任单位及人员交流培训，积极利用 “互联网

＋”等现代化手段，全面提高农村公路信息化、智能化养护水

平，实现 “有路必养、养必到位”的目标，年均养护大、中修工

程比例达到７％以上，中等路以上比例不低于７５％。

４．推广养护创新。县 （市、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农村公路

绿色养护、生态发展理念，加强与科研院所技术合作，不断创新

养护方法，积极推广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稳妥推进农

村公路路面自动化检测、小型通用养护机械研发等工作，探索废

旧材料循环利用，及时将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的养护技术总

结上升为地方行业标准，不断完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标准化技

术体系，大力提升养护管理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

（四）全面运营好农村公路。

１．提升客运水平。县 （市、区）政府要科学制定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发展规划，不断优化城乡客运 （公交）线网布局，结

合每条线路实际确定运营方式、车型、票价，逐步提升覆盖广

度、通达深度，加快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覆盖行政

村、延伸自然村、连接乡村旅游点的农村客运服务网络。积极稳

妥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公交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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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供给能力、运力结构水平，实现城乡客运服务均等化；对前

期完成改造工作的，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满足农村群众出行

需求。积极采取多种方式推动运营服务，制定运营服务计划、成

本规制办法、考核奖励办法等，确保农村客运线路开得通、跑得

住、留得下。引导实行公司化经营，鼓励大中型专业企业整合农

村客运市场，逐步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对冷僻线路可采取

灵活发班、电话或网络预约等经营模式，大力提高运行效率和经

营效益。利用 “互联网＋”大力推进智慧运营水平，建立城乡公

交车辆智能调度监控系统、手机ＡＰＰ网上查询系统、预约叫车

平台系统，车辆要安装４Ｇ视频监控终端，县级财政要按规定予

以支持。

２．建设物流网络。县 （市、区）政府要充分利用交通、商

务、供销、邮政等物流资源，按照 “县级中转、乡镇级分拨、村

级配送”的原则，加快推进农村物流网络节点建设，统筹做好节

点布局规划，完善服务功能，形成以县级物流中心、乡镇服务

站、村级服务点为框架的三级物流网络。鼓励经营主体创新农村

物流运营模式，强化与商贸流通、供销合作、电商快递等市场主

体深入合作，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效率，大力推动农村电商向纵深

发展，促进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创新，努力构建 “一点

多能、一网多用、深度融合”的农村物流发展格局。

３．保障运营安全。县 （市、区）政府要加强农村公路运输

安全监督管理，严把农村客运、交通物流市场准入关，严格落实

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安全通行审核有关要求，组织交通运输、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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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部门，健全农村客运班线通行条件审核机制，联合制定相

关实施细则，严格审核程序、审核条件，共同检查评价运输线路

的路况、车况以及运营安全标准的适应性，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

隐患，保障公路运输安全运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全省 “四好农村路”建设由省交

通重点建设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进。各市政府要将 “四

好农村路”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抓实抓好，切实履行农村公路

监督指导职责。各县 （市、区）政府要真正落实农村公路建设、

管理、养护、运营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和

队伍建设，健全农村公路建管养运长效机制，推动管养责任、人

员和资金投入 “三落实”，严格奖惩机制，切实做到农村公路

“有人建、有人管、有人养”，确保良好的路网技术状况水平。各

级要细化分解任务目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保障专项行动顺利

实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形成

“重大问题联合协商、重要政策联合制定、重点环节联合督查”

的协同机制，共同推动 “四好农村路”建设有序开展。

（二）加强政策资金保障。按照交通运输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原则，构建以省级奖补为引导、市县级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

参与为补充的 “四好农村路”多元化投资机制。充分发挥省级奖

补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对 “四好农村路”建设绩效考核好的市

县 （市、区）给予奖励；将 “四好农村路”重点工程纳入中央车

辆购置税补助项目库，集中推动农村公路重点项目建设。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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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政府要将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运行经费、人员基本支出

以及建设养护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合理确定市县两级承担

比例，每年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的２％—３％部分统筹用于

“四好农村路”建设养护，同时整合使用涉农资金、“一事一议”

资金，切实加大农村公路投入；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创

新农村公路运营管理模式，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利用道路冠

名权、路侧资源开发权、绿化权等市场化方式，加快建立 “政府

主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投资长效机制。

（三）加强监督检查管理。“四好农村路”建设要纳入政府年

度监督检查范围，建立与评价结果挂钩的奖惩机制。同时，不断

强化监督检查力度。各县 （市、区）政府要加强对乡镇政府、村

民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和组织在农村公路发展

中的作用。各市政府、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利用定期督导巡查、

第三方机构评估、不定期明查暗访等方式实施监督，严格落实奖

惩措施，确保农村公路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四）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级政府要将宣传工作纳入 “四

好农村路”建设全局，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好农村

路”建设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学习宣传，利用多种载体、多种形

式、多种手段，大力做好农村公路建设发展宣传工作，让广大农

村群众了解政策制度，扩大知情权、监督权，增强基层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和护路爱路意识，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参与农村公路各

方面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公路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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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全省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

２．全省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任务分

解一览表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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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全省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 “四好农村路”工作，省政府决定组织开

展全省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至２０２０年年底，全省利用三年时间集中组织开展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实施路网提档升级、自然村庄通达、

路面状况改善、运输服务提升 “四大工程”，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３．４万公里，健全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整治路域周边环境，提升

路网整体服务水平；积极开展日常性养护和养护大、中修工程，

消除路网主要路径中的大中型危桥，提升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水

平；进一步深化农村公路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市、县级政府责

任，稳定资金来源渠道，健全建管养运长效机制；大力开展精准

扶贫、“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等活动；织就一张网、实施一

体化，打造山东 “新农村幸福路”优质品牌，为全面开创新时代

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提供坚实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路网提档升级工程。

１．实施 “窄路基路面”提升工程，新建改造通村公路２万

公里，逐步消除 “油返砂”路面，保证每个行政村一般有路面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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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公路通达，全省的区域中心村、中心社区以及５０％以上

行政村拥有一条路面６米以上公路通达。

２．深入推进全省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建设。在２０１８年年底实

现每个行政村拥有１—２条穿村公路的基础上，持续加大行政村

内穿村公路建设力度。

３．实施配套设施完善工程。不断完善既有农村公路的安全、

排水、绿化、运输等配套设施，新改建农村公路确保安全防护、

运输服务设施与主体工程实现 “三同时”。

４．加大路域环境整治力度。保证具备条件的农村公路路段

全部实现路田分家、路宅分家。

５．提升新建公路路面结构标准。新建公路面层采用沥青混

凝土的，厚度不低于５厘米，面层下部连接须为碎石类刚性基

层；采用水泥混凝土的，厚度不低于２０厘米，面层下部连接须

设置基层。

（二）自然村庄通达工程。在持续加大 “第一书记”扶贫、

黄河滩区迁建等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网

络向自然村延伸，持续加大通达深度、路网密度，新建改造村级

公路１．４万公里，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要求设置路肩，因特殊原因

路面宽度达不到６米的应设置错车平台，解决全省约６０００个自

然村的公路通达问题，除特殊情况外，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实现有

１条等级路通达，为农村群众出行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交通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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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面状况改善工程。

１．根据区域农村公路养护发展规划，县 （市、区）政府按

照每年实施养护工程里程比例达到７％的要求，安排养护大、中

修和预防性养护工程，改造提升路网整体路况服务水平，消除路

网主要路径中的 “瓶颈路”和简易铺装路面，保证农村公路中等

路以上比例不低于７５％，且保持逐年上升趋势。

２．根据全省农村公路桥涵使用状况，对危桥开展集中整治，

重点处治区域现有路网主要路径上１９７３座大、中型危桥，健全

完善危桥动态排查整治机制，推动路网中危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

势，保障农村公路安全通行。

３．进一步加大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力度，不断完善安保设施，

逐步提高农村公路信息化、智能化养护水平，切实落实县 （市、

区）政府主体责任，确保每年日常养护资金投入不低于国家规定

标准。

（四）运输服务提升工程。加快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

设，不断优化城乡客运 （公交）线网布局，积极稳妥实施农村客

运公交化改造，利用 “互联网＋”大力推进智慧运营水平，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公交化比例、设施供给能力和运力结构水平。保

证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全部通客车，并设有１个候车站点，农村客

运公交化改造比例达到７５％以上。统筹利用交通运输、农业、

商务、供销、邮政等资源，加快推进县级物流中心、乡镇服务站

和村级服务点建设，促进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节点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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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示范县创建。按照山东省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创建和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有关政策

规定，坚持 “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和 “经验突出、可推广、可

复制”原则，在全省重点推动创建３０个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实行典型带动、示范引领，推进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

续发展。

三、实施计划

（一）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２月，制发全省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

坚”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开展 “四大工程”调查摸底工作，构建

实施项目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定期调度督查机制，督促各级加

快编制专项行动年度实施计划，开展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

建设实施、工程验收等工作；完成交通精准扶贫和４２个村级网

化示范县建设任务，推进 “四大工程”完成２０％建设任务，有

效提升农村公路路网整体水平。

（二）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全面推进农村公路 “三

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实施，保质保量完成 “四大工程”所有建

设任务，全面提升农村公路路网整体水平。

（三）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组织开展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

专项行动综合验收工作，全面总结专项行动成果，客观评估实施

效果，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管养运长效机制。

四、资金筹集

根据 “三年集中攻坚”任务目标及交通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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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全省 “四好农村路”计划总投资４５０亿元，其中省财政安

排１５０亿元，采取 “奖补结合”的方式，加快构建以省级奖补为

引导、市县级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参与为补充的 “四好农村

路”多元化投资长效机制。市、县 （市、区）政府要切实加大投

入，统筹配置政策资源，确保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顺利开

展。

（一）实施 “四好农村路”省级奖励政策。对 “四好农村路”

建设推进快、主体责任落实好、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市、县

（市、区）给予奖励，其中：路网提档升级、自然村庄通达工程，

一般按照２０万元／公里奖励；日常养护工程一般按照县道７０００

元／公里、乡道３５００元／公里、村道１０００元／公里给予奖励；对

经验收合格的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按照１０００万元／县给予奖

励。同时，支持区域路网大中修养护、农村客运公交化发展。

（二）实施 “四好农村路”省级补助政策。对第三批村级公

路网化示范县，按照１２万元／村进行补助，完成全省村级公路网

化建设任务；将 “四好农村路”重点项目纳入中央车购税项目

库，重点推动危桥改造、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建设。

（三）建立市、县级财政投入机制。市、县 （市、区）政府

要切实履行责任，建立农村公路投入分担机制，并将农村公路管

理机构运行经费、人员基本支出以及建设养护资金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

（四）加大政府资金整合力度。市、县 （市、区）政府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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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的２％—３％部分统筹用于 “四好农村路”

建设养护，同时整合使用涉农资金、“一事一议”资金，切实加

大 “四好农村路”投入。

（五）积极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各市、县 （市、区）政府

要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创新农村公路运营管理模式，鼓

励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利用道路冠名权、路侧资源开发权、绿化

权等市场化方式，加快建立 “政府主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

的投资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省交通重点建设项目推进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指导督促、协调

调度和检查考核等工作。市、县 （市、区）政府应明确专项行动

具体推进机构，落实承办部门和责任单位，保障专项行动扎实有

效进行。

（二）扎实做好机制保障。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进农村公路管

理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妥善做好资金资源统筹

调配。专项行动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在总任务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结合区域实际发展需求和能力，科学调整具体实施项目。牢

固树立 “质量、安全、廉政”责任的红线意识、底线意识，不断

健全完善农村公路管理机制，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三）严格落实奖惩措施。将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

项行动纳入政府年度重点督查内容。市、县 （市、区）政府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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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组织编制区域内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实施计

划，明确具体工作任务；市政府应扎实组织开展检查督导，指导

好所需资金筹措落实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定期检查督

导、明查暗访及第三方评估力度，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虚报瞒报

行为，根据各地工作开展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按照 “奖惩并

举、多干多得”原则分配奖补资金，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工作积

极性，省政府将对相关工作适时进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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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全省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
专项行动任务分解一览表

设区的市

路网提档

升级工程

（公里）

自然村庄

通达工程

（公里）

路面状况改善工程
运输服务

提升工程

养护大、
中修 （公里）

危桥 （座）客运站点（个）

备　注

济南市 ６９０ ２２ ２４３７ ４７ １４１９

青岛市 ８６ １０ ２５１３ １５ ３３３

淄博市 ７４２ ２６１ ２２７７ ７２ ４１５８

枣庄市 ５８０ １２２８ １８２０ ９６ ２００４

东营市 ５０３ １２０ １５１０ ３３ ２７２

烟台市 ７０３ ２００ ３５９２ １１０ ３０８８

潍坊市 １２９４ １２８５ ５２５３ ９１ ２９８７

济宁市 １９６７ ８９９ ３７８３ ６６ ２９３０

泰安市 １４００ ８９９ ３４７０ ３９ １５５７

威海市 ２２８ ３７ １２１９ ８８ １８００

日照市 １４６６ ３０２ １８３４ ７８ ２１６７

莱芜市 ２８８ ６８ ９２２ ７ ４００

临沂市 ３４２６ ９７１ ５４１５ ３５７ ３５３０

德州市 １５６９ ９７８ ４２８６ ２４８ ３０４５

聊城市 ９９６ ６０７ ３７５１ １６８ ３０６４

滨州市 １９８８ ０ ３２６７ １５４ １７４１

菏泽市 ２１６１ ６５３９ ５１８１ ３０４ ４６５３

合　计 ２００８８ １４４２６ ５２５３０ １９７３ ３９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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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