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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利民 马玉峰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房亚东

邹城，因煤而兴。丰富的煤炭资源为邹城
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但邹城当政
者清醒地认识到，资源饭不可能永远吃下去，应
加速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近年来，邹城市大力实
施规划引领战略，通过分类发展、科学考评，深
度调整经济产业结构，让不同区域的不同优势
得以充分发挥，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核裂变”。

因煤而兴 为煤而变

“多年来，邹城经济‘一煤独大’现象突出。
实施‘规划先行、分类发展’的新战略，正是立足
邹城实际，打破转型僵局，作出的重大战略调
整。”6月9日，邹城市委书记张胜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困扰邹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邹东和邹西
速度，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以地处邹东
山区的香城镇为例，由于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
跟不上，年年招商难见商。邹西地区煤电资源
丰富，经济实力雄厚，但面临着转变发展模
式、增强持续发展动力的困局。

“东部西部都有苦恼，产生这种现象根源
就在于用一个标准、一种模式去要求不同特
点、不同优势地区的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规划配置资源，走集约
化发展道路。”张胜明说。

经过深入调研分析，邹城把全市16个镇街
分成了工业(园区)主导型、服务业(城建)主导
型、生态农业(新农村)主导型等三类。市长谢
成海说：“生态主导型和服务业主导型的镇街
原则上不再安排工业企业落户，集中精力发展
生态农业、旅游和服务业，保护好东部山区的
生态环境。这些镇街引进的工业企业全部安排
到工业主导型的区域，招商镇和落地镇税收共
享。工业主导型镇街则按特点规划出8个产业
集群，集中优势进行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形
成产业链。”

分类发展 短板变优势

多把尺子量政绩，思路一变天地宽。
香城镇依靠山区生态、绿色的独特优势，吸

引了农业龙头企业广西集盛食品公司安家落户，
目前已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双孢菇生产基地，近千
名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实
现了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双提升。

如今，在整个邹东，发展特色林果、优质蔬
菜、生态旅游等产业已经成为热潮。今年上半
年，桃花节、樱桃节、土豆节等丰富多彩的依托
邹东自然资源的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的附近城
市的市民和游客，农民的腰包也越发鼓起来。

邹城市还积极推动公共财政和信贷向农村
倾斜，加大支农力度，制定出台了《加快邹东山
区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今年起，每年拿出1 . 5亿

元，连续三年投入山区开发。

让优势更优 长处更长

在“分类发展”的思路引领下，邹城西部
以引进战略新兴产业、拉长煤电产业链促进新
型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目前，该市已经形成了
以赛维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以
意可曼高分子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以尤特尔生物酶为代表的新医药及生物制造产
业集群，以合兴科技空气能太阳能双级热泵为
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集群等4大新兴产业集
群。

与此同时，邹城通过招商引资、嫁接改
造、扩能升级等途径，充分释放资源效能，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位于太平镇工业园区的荣信
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依靠高新技术推动、向优势
产业延伸。自2009年6月投产以来，连续3年产值
翻番，去年销售额98亿元。同时，他们利用国
内外先进技术，实现了无污染物排放，废水、
废气全部综合利用，每天可为周边企业提供100
多万方优质煤气，每年可替代燃煤锅炉减排二
氧化硫3000多吨。

截至目前，邹城市已形成绿色精细煤化
工、高端机电制造、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4大
传统产业集群，经济结构日趋合理。

■点评
□中共邹城市委书记 张胜明
经济转型是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邹城作为新兴能源城市，优势来源于资
源，发展同样离不开资源。实施分类发展战略就
是从规划引领的角度对区位、能源、生态等优势
资源进行配置重组，转变单靠资源开发投入驱
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
多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来，努力在优化区
域布局结构上做文章，在深度调整产业结构上
下工夫，培植产业发展集群集聚优势，放大资源
整合开发效应，实现经济发展的快速转型升级，
争当全省科学发展转型跨越的排头兵。

■经济强县路径探析

邹城：分类发展引领转型跨越

□本报记者 王金满
本报通讯员 侯德华 李蕊

6月4日，诸城17岁男孩金俊发明的“管流
水发电装置”、“多功能可替芯白板笔”、“内置
弹性可伸缩数据线式移动硬盘盒”等六项成
果，同时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审查，
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证书。这在全省
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金俊因此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小发明家”(如图)。

金俊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军人家庭，他的
父亲原是空军某部的一名飞机机械师，从4岁

到15岁，他一直跟爸爸居住在一起。“从我
记事起，爸爸就爱在家里摆弄电路。我4岁的
时候，爸爸在家里设计了一条电路，让很多小
灯泡一闪一闪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6月16日，金俊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最
初的发明爱好来自父亲对他的影响。

上小学的时候，金俊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一个科技制作比赛并获了奖，这让他得到了
极大的鼓舞。“学校每年寒暑假都会组织我们
进行科技小制作，我都会积极参加，并认真思
考、设计、制作。”2009年，金俊顺利考入诸城一
中，他被学校的“科技创新研究”社团深深吸

引，并踊跃报名参加了该社团。
在金俊眼里，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都可

以通过一些发明创造来解决。他发明的“镂空
智能卡”通过在各种智能卡上做镂空的图案，
能够为消费者推出更具特色的信用卡。他创
造的“多功能可替芯白板笔”，可替换笔芯并
带白板擦，解决了白板笔有时候会没油、白板
擦有时候会丢失的问题……

最近，金俊的另外两项发明成果“太阳能
旋转热水器”、“吸盘锁”又申请了国家专利。

17岁男孩独获六项国家专利———

小发明家金俊

□张环泽 高启民 报道

6月25日，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
镇鲍楼村，61岁的村民贾继玲(中)在
向大家传授缝制虎头帽的技艺。

贾继玲缝制出的凉帽、虎头鞋、
虎头帽等在台儿庄古城很受游客欢
迎。在她的带动下，村里的姐妹们争
相学起了老手艺，制作出的传统手工
品供不应求。

今年9月，第二届中国非遗博览
会将在台儿庄古城举行。

□任松高 张起帅 林永波 报道
本报荣成讯 立夏以来，随着荣成养殖海区水温

逐渐升高，该市10多家水产养殖单位在福建越冬的
2700万头鲍鱼陆续回到了老家。

6月18日，俚岛镇陈冯渔业开发公司总经理陈德
凯告诉记者，鲍鱼对水温的要求非常高，12℃至25℃
最适宜其生长。但荣成冬季海水温度过低，鲍鱼就停
止进食，进而停止生长。为了摆脱低温对鲍鱼生长的
影响，从2003年开始，荣成各家从事鲍鱼养殖的企业
开始尝试“北鲍南养”，冬季纷纷前往福建沿海寻租
适宜海域养殖鲍鱼，等到来年天气暖和后再从福建运
回来。通过几年来的不断探索，当地的鲍鱼养殖业户
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转场技术。

“北鲍南养”不仅提高了鲍鱼的成活率，而且生
长期缩短了一半，经济效益可提高两倍以上。

荣成“北鲍南养”

效益增两倍

□王吉祥 韩洪波 李泼 报道
本报金乡讯 为让群众充分了解和监督“第一书

记”工作，促进下派工作的深入扎实开展，6月初，
金乡县出台办法，对全县237名“第一书记”工作实
绩实行月公示。

根据规定，每月初，县委组织部门通过相关媒体，
对所有“第一书记”上个月的工作情况进行公开。“第一
书记”要围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这一主题，按月填
写《工作实绩报告单》，内容主要包括实施各类基础工
程、落实群众致富项目、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解决群众
困难问题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实例，同时包括自
身学习、调研、创新、争先、廉政、考勤等情况。

组织部门每月对照公示内容对“第一书记”工作进
行监督检查。同时，设立监督电话、监督邮箱，接受群众
的监督和评议。工作实绩公示情况作为“第一书记”年
终考核的主要内容评先树优、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金乡“第一书记”

工作实绩实行月公示

□朱殿封 徐洪义 孙艳东 报道
本报庆云讯 日前，投资500万元的输水管道铺

进69所中小学校的时候，虽然师生们拍手叫好，但他
们还是成了享受庆云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的“末末
了”。因为此前，全县381个村庄、25万农村人口与
城里人一样喝上了同源、同网、同质水。

庆云县近邻渤海，绝大部分村庄浅层地下水苦
咸。基于此，县里将解决群众吃水当作“救命工
程”，投资建设了严务水库，引黄河水入库，建立第
一座水厂，一期工程使150个村庄的10万农民喝上黄
河水。接着建立第二座水厂，将2000公里长的输水管道
铺进城区、乡村，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
县。去冬今春，又将“放心水”送进所有中小学校。

庆云“放心水”

送进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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