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力沂源 魅力沂源 和谐沂源

●一个山区县有6家上市公司，是全省最
多的县份之一。

●全县高新技术产值比重达49 . 3%，保持
全省县份最高。

●全县“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达到94
个，认证数量为全国最多的县份之一。

一个个最多和最高，彰显出沂源强劲的后
发优势和活力。

“千发展万发展，不抓项目不发展；千变
化万变化，没有项目没变化。”沂源县把项目
建设作为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力引擎，
坚持以项目为纲，进一步掀起了项目建设的热
潮。今年，该县实施了252个重点项目，涉及
工业、农业、服务业、城乡建设、民生等多个
方面，总投资323 . 6亿元。这些好项目大大增
强了沂源的发展活力，也必将助推沂源蓄势远
航！

“工”字上蛹化蝶。沂源把项目建设作为
拉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对新上项目坚
持“高端”定位，今年确定了85个工业重点项
目，总投资达134 . 4亿元。其中过亿元项目43
个，11个项目列入省级科技创新项目计划，7
个项目列入省千项重点项目，项目数量、质量
和开工投产率均创新高。

淄博光科太阳能公司堪称以项目促“转
调”的典范。这个新能源企业由鲁山水泥公司
转型而来。围绕“生态文明”指挥棒，鲁山水
泥公司积极对接国家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
策，寻求战略转型，经多方考察论证，选择与
行业内领先的光伏太阳能公司合作，按照上市
标准，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模式进行
运营，大大缩短了企业赶超先进技术、抢占行
业制高点的发展周期，走出一条高耗能企业转
产转型、高端发展的成功之路。

类似这样的美丽蝶变举不胜举。在项目的
拉动下，沂源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主峰突起，
群山竞秀”的良好局面。1-9月份，全县规模
以上工业销售收入、利税预计分别增长
16 . 7%、16 . 8%。利税过亿元企业达到7家。

“农”字上绣华章。在沂源工业实现逆势
上扬的同时，沂源的农业也是捷报频传：

9月16日，沂源有5个农产品在第九届中国
林产品交易会上获“金奖”，是全国获金奖最
多的县份；

9月28日，沂源苹果在第十届农博会上获
“金奖”；

10月15日，“沂源红”苹果新品种通过专
家鉴定，成为世界上改变人味觉的水果，堪称
舌尖上的“贵族”。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苹
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束怀瑞欣然题词：沂
源红是个好品种。

沂源农产品不断折桂的背后，是沂源农业
结构调整不断升级的结果。

多年来，沂源县立足独特的区域环境优
势，把林果业作为全县农业的支柱产业来培
育，使全县粮经比例达到1：9，果品种植面积
70万亩，年产各类果品10亿公斤。沂源农业因
此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县”向“生态农业强
县”的转变。

农业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后，沂源县又瞄准
现代农业，大力实施“品牌惠农”战略，把发
展有机农业作为深化沂源农业结构调整的“二
次革命”，在全省率先提出整建制建设有机农
产品生产基地的目标，制定了21个主导农产品
有机生产标准和操作规程，沂源有机苹果生产
标准被确定为山东省标准；制定了《沂源县有
机农产品生产基地管理办法》，建成了中国首
个有机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同时，通过举
办苹果文化节、采摘节等各种活动，打造了一
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农业品牌。“悦庄”
牌有机韭菜获国家和欧盟有机食品认证、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认证，填补我国有机韭菜生产空
白，悦庄有机韭菜生产流程和标准被确定为全
国标准。“沂源红”苹果以其独有的品质享誉
海内外，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40多个，先后被
确定为“奥运果”、“世博果”等。据统计，
品牌效应带动果品增值40%以上，全县农民人
均纯收入连续5年增幅超过全省水平。

产业经济的高歌猛进，拉动了县域经济的
持续“走高”。1-9月份，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163 . 2亿元，同比增长10 . 5%；地方财政收入
11 . 5亿元，增长17 .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8020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8059元，分
别增长14%、20 . 9%。

活力沂源：

产业经济高歌猛进

●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民生工作办公室，
全面统筹、规划全县的民生工作。

●今年实施了低保边缘家庭救助、医疗
卫生惠民等100个重点民生项目。

●在全市组织的群众满意度测评中，连
续三年保持全市前列。

●荣获2012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成为
全国8个获奖市县之一。

翻开沂源的财政账本，透出的是浓浓的
民生味。

沂源县坚持把民生作为执政之基、社会
和谐之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
善民生，建立了“十二条保障救助线”，开
展了“万人帮扶”“全县党员联村联户”等
活动，使沂源的民生工作得到极大改善。去
年，沂源县又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民生工作办
公室，全面统筹、规划全县的民生工作。

民生办公室整合涉及20多个部门的社会
救助、基础性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就业安
置等13个方面的民生工作，实行集中办公、
一站式服务，提高了民生工作效能。选聘县
民生联络员、镇民生统计员、村民生信息员
746名，构建起民生救助服务工作“三级阵
地”和“三层网络”。开发了电子版民生地
图，将18类救助群体、近8万人的基本信息
在卫星地图上逐一标注，搭建了高效便捷的
民生信息共享和救助服务平台，实现了全县
全覆盖、民生工作无盲点；开发了“群众贫
困指数和需求指数测算模型”，使社会救助
更加公平合理。据了解，沂源的这一做法，
开创了全省社会救助规范运作的先河，引起
了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和《人民日报》等
上级部门和媒体的关注。

2011年，沂源县实施了概算总投资20多
亿元的44个民生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投入3500多万元统一了城乡教师、机关
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现了城乡同工同酬；
投资1 7 0 0多万元解决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投资5300多万元，建成了九年一贯制的
沂河源学校；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汇源幼儿
园；投资4000余万元，完成了城区学校操场
塑胶化改造；投资500多万元，实施了校车
安全工程……一笔笔“真金白银”，让沂源
人体会到源自和谐发展的幸福。

今年，沂源县又策划了城乡低保规范化
建设和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中小学校舍安全
工程等100个民生项目，项目数量更多、涵
盖范围更广。

沂源县儿童乐园就是其中一个民生“大
礼包”。沂源儿童乐园是该县首个以儿童为
主题的公园，在设计上遵循景观生态学理
论，充分考虑少年儿童的天性和成长规律，
构建了融景观、生态、科普、娱乐于一体的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据介绍，乐园占地6万
平方米，分为休闲活动、健身活动、认知体
验、启迪乐园、亲子乐园、娱乐探索6个功
能区，设有20多个儿童游乐项目，是全县少
年儿童休闲、健身、娱乐的理想场所。

像儿童乐园一样，妇幼保健院、沂源四
中、沂源一中图书艺术楼、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等一系列民生项目的实施，不断为群众
幸福添加了“砝码”。

沂源把民生写在了发展旗帜上。该县深
入推行基层党员干部“日接待、月走访、季
公示、半年评”群众工作“四步法”，提高
了群众工作实效。建立了党员干部直接联系
群众制度，县大班子领导每人联系10户，其
它各级党员干部每人分别联系2-7户群众，
使干部与困难群众结亲戚，像家人一样帮助
解决困难，群众得到了实惠，干部受到了教
育；实行偏远村群众事务干部代办制，对宅
基地、社保审批等20多个方面的事项由镇村
干部代办，“村民只动嘴、干部来跑腿”，
得到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据统计，今年1-9月份，全县民生投入
8 . 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5 . 7%。一串串
数据，在枯燥中显露挚爱；一件件实事，在
琐碎中流露真情。沂源县精心打造的民生工
程，闪烁着“民生为先”的理念之光，宛如
一缕缕和煦的春风，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和谐沂源：

百姓生活幸福安康

好山好景好生态，上风上水上沂源。
素有“山东屋脊”之称的沂源，曾被描述

为“四塞之崮，舟车不通”之地，如今却实现
了“一个小时上天，一个半小时下海”的梦
想。特别是青兰高速公路和晋豫鲁铁路的开通
建设，把沂源融入了“2小时城市经济圈”。

城还是那座城，可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
“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之乡”、“中国北方溶洞
之乡”、“山东古人类发源地”；人还是那些
人，如今却创造出了“资本市场的沂源现
象”、“关注民生的沂源模式”等奇迹。

一个活力沂源、魅力沂源、和谐沂源正呈
现在人们面前。

沂源的“华丽转身”，是该县按照市委、
市政府“发展发展再发展，实干实干再实干”
的工作主旋律，坚持以项目为纲，牢固树立
“民生为先、生态文明、内涵发展、城乡统
筹”理念，努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的结果。

生态宜居的城市

山东古人类发源地

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之乡

中国北方溶洞之乡

齐鲁生态高地

金名片
全国文明县城
全国绿化模范县
国家园林县城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荣誉榜

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之乡风景

沂源红苹果乐游客

幸福生活好日子

先进的生产车间

儿童快乐成长的乐园

中国北方溶洞之乡风景

□马景阳 张寿玉 任鸣 齐萍 张琦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55 . 7%，为全省最
高，被誉为“齐鲁生态高地”。

●全县主要环境质量指标达标率均达
100%，环境质量为全市最优。

●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成为全市第一个单独设立的国家可
持续发展实验区。

●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文明县城”等殊荣，成为全省唯一
一个同时拥有这些荣誉的区县。

从上述这些含金量极高的“国字号”荣誉
中，不难看出沂源已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
家碧玉”出落成了众所倾慕的“大家闺秀”。

绿色是一个城市魅力指数的重要标志。面
对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沂源县委、县政府深
刻认识到：绿色生态优势是沂源加快发展的最
大潜力所在，也是参与区域竞争的最大资本。
为此，该县认真落实“生态文明”的执政理
念，并将此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着眼丰富“绿色资本”构成，沂源县坚持
不懈地推进造林绿化，实施了“森林围城”
“绿满沂源”工程，增创了绿色发展新优势。
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地率分别达到
5 5 . 7%和4 5 . 7%，人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3 . 7平方米。“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在沂源，不管你走进乡村，还是城镇，到处可
见叠翠的群山，成荫的绿树，清澈的河水。

沂源的环境改善已由“洗脸净面”转向了
“生态宜居”。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承载力，
沂源县完成了新一轮县城总体规划，进一步明
确了山水生态宜居城市定位，按照“东展、西
扩、北延、南控、中优”的思路，将北外环路
改至历山以北，使历山成为城中山，打造“城
市森林公园”；规划河西新城，使天湖成为城
中湖，县城规模扩大了一倍。这些城市建设的
大手笔“穿越”般地拉开了城市骨架。据介
绍，到2020年县城人口达到30万，建设用地达
到34 . 8平方公里，初步达到区域性中等城市规
模。

人们看城市的扩张与建设，更关注的是这
个大体系对人们生活需求的保障力。于是，沂
源县在城市发展的框架上，不断安放可以让县
城扩容提质的项目。实施了振兴路东扩西延工
程、南麻大街、上海路、润生路、富源路等路
网建设，打通了县城大循环格局，便利的交通
“动脉”形成了沂源经济发展的“大气场”。
引进了投资37亿元的天湖旅游度假区项目、投
资8亿元的鲁中·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投资
1 6 . 2亿元的六点水新世界项目、历山国际大
厦、成和信誉商厦、新时代购物广场……这些
服务业大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增添了沂源的魅

力。
同时，该县还突出城市内涵和城市文化的

挖掘，融合产业、山、水、绿、文化等要素，
深入实施了“果树进城”“清水润城”“亮化
美城”等工程。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城建中
坚持不挖山、不砍树、不填沟，并按照“一湖
三河二渠为主、七渠为辅、七星点缀”的布
局，对原有沟渠进行美化改造、生态修复，打
造以沂河—螳螂河—儒林河为骨架、自然溪流
为脉络、水体公园为节点的城市水系，不断彰
显碧水润城、河映青山的山水城市魅力。在县
城民乐园，笔者看到，经过“果树进城”的装
扮，公园显得更加美丽，更具文化内涵。“民
乐大果园”“樱桃纷飞园”“灵感之源”“邻
家农家乐”等城市精品游园，引得游客和附近
的居民纷至沓来。

“不说沂源的旅游景点，就单单一个
‘绿’字就令人魂牵梦绕。”为此，在济南工
作的唐女士把新家安在了沂源。

让人能从省城“嫁”到县城，不能不说沂
源的独特魅力。

绝胜烟柳沂河畔，山城何处不飞花。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152 . 1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4 . 8亿元，同比增长1 1 . 8%、
15 . 3%，进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行列。

魅力沂源：宜居新城显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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