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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是一种进步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牟少岩

寿光市羊口镇———

盐碱滩涂“长出”新型城镇

镇 域ZHenYu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
发展都经历了以过多消耗能源、资源为特征的工
业化时代。由于污染比较重，特别是空气污染重，
很多地方让工厂区和生活区各自独立运行，这样
做的好处是居住区环境有一定保证，不足之处是
上下班潮汐式交通，出行耗费了大量时间，生活质
量受到影响。

随着社会进步，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慢慢退
出了历史舞台，各个城市都在发展新兴产业。产业
发展与城镇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产城融合”的
理念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可，并付诸实践。寿光市羊
口镇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例。

盐碱地上成长出来的新城镇，既是重大机遇，

某种程度上也是挑战。一般说来，新城的产业支撑
能力越强，产业发展与新城建设互动融合的基础
就会越牢固。羊口镇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通过产业
发展带动新城建设，通过新城建设推动产业聚集。
这种良性循环使得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步伐
更稳健。对于羊口当地人来说，这种发展模式可以
算是一项莫大的福利。新城产业的发展可以让大
多数人“本地就业”，同步跟进的城镇建设和公共
服务则让“本地居住”更加舒服。这个美好的前景
在羊口镇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发展的理念、前期的规划都没有问题，拭目以
待的是当地政府的执行力。群众乐于见到的事情，
永远都有生命力！

昔日寸草不

生的盐碱地，如今

正迸发出一股向

上的力量，这正是

对寿光市羊口镇

跨越式发展的真

实写照。

这座位于寿

光市最北端的城

镇，曾经因为大面

积的盐碱滩涂而

得不到发展，更是

被市民笑称为寿

光的“北大荒”。如

今，“北大荒”已成

为历史，宽阔整洁

的公路、鳞次栉比

的厂房、日益完善

的配套设施，一个

崭新的羊口呈现

在人们眼前。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刘 霞

寿北劲吹高新技术风

8月26日，宋恒秀和往常一样来到公司项目的建
设工地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
被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前景十分可期。”宋恒秀的
话语间难掩对项目前景的憧憬。

宋恒秀是山东兰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粮
原料生物法50万吨/年丁二酸及生物基产品PBS产业
化项目”的负责人。这一建设中的高新技术项目位于
寿光市羊口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占地1500亩。

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寿北吹响二次开发的号角后，
羊口镇便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建设，着力发展“园中园”，
重点打造了石油装备园、汽车配件产业园、生物科技园、
鲁清工业园、临港物流园等5个高新产业聚集区。

“目前，投资160亿元的国华电厂，投资50亿元的兰
典生物科技、投资30亿元的寿光港等12个龙头项目已
经全面开工建设，鲁清、永力等29个项目实现按期投
产。”一位羊口镇经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羊口镇在工业发展上走出了一条
“大项目带动、配套企业跟进、产业集群式发展”的道
路。其中，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链拉伸等措施，羊
口镇逐步形成了石油装备、临港物流、海洋化工、特种
管材、汽车配件和新材料加工六大产业集群，集群效
应凸显。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羊口镇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115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12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8%和33%；实现财政总收入4 . 2亿元，其中地方
财政收入3 . 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和88%。

“工业项目要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通过持
续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
越来越多的高新项目在羊口落户，越来越多的企业加
入到了技改行列。”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羊口将

在这股“高新技术风”带动下，实现向先进制造业示范
基地的完美跨越。

产城融合探路城镇化

“以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盐田，随着城镇化建设
的步伐，用水需求日益增多。这个水厂就是为羊口镇
城镇居民和工业企业提供生产生活用水的。”寿光市
自来水公司羊口水厂负责人李建林指着不远处的建
筑塔吊说，羊口镇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和居民不断
增加，水厂的供水量也随之增多。

近年来，羊口镇以“城乡一体均衡发展”为目标，
按照“产城融合”的全域城镇化发展模式，统筹推进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配套，积极稳妥推进城
镇化进程。

“2010年至今，羊口镇共投资13亿元，建设、改造了
渤海大道、南环路、中心路、太平路等27条道路，全长
140公里贯穿镇区与三大园区的路网框架基本形成。”
谈起基础设施建设，羊口镇规划建设部门负责人说，
羊口镇重点实施了渤海大道、营子沟顺河林场、海洋
公园、临港湿地水库等14项绿化工程，园区内的水、
电、暖、路、汽、管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基本配套。

与此同时，羊口镇规划建设了15平方公里的中心
商务商业区，投资20亿元开工建设了职教、行政、生
活、文体、医疗、客运六大中心，投资建设了海翔高档
商务酒店等4处商贸服务配套设施。

在完善城镇功能上，羊口镇不断加强城乡基础设施
一体化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能
力，先后启动了自来水管网改造、新自来水厂建设、农贸
市场改造、公交运营、集中供热等10多项配套工程，村村
通水、电、路率均达100%。

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之本

正在向外界展现新颜的羊口镇，其城镇化发展的
落脚点是改善民生。

记者在新投入使用的羊口镇便民服务中心了解
到，该中心实现了经济发展、规划建设、城镇管理、民
生保障、计划生育、财政惠民等13个领域、91项镇级行
政审批服务事项的集中办理。可以说，“一座楼办事、
一站式服务”的办理流程让羊口镇的居民倍感方便。

羊口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建成，正是羊口镇把改善
民生作为发展之本、和谐之基，竭尽全力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的表现之一。在2013年，羊口镇确定

了民生建设领域的“十件实事”。
这“十件实事”分别是：项目引进、社会管理机制

开始建立、城镇化建设、完善工业园区管理机制、全面
启用中心商务区、企业职工保障房建成投用、国华电
厂全面动工建设、寿光港建成投用、弥河湿地水库全
面动工、丁家等三个村实现整体搬迁。

羊口镇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努力，已经让越来越多
的羊口人得到实惠。单敏是羊口镇羊口三居委会的主
任，她和同事们最近正在忙于统计居委会60岁以上老
人名单。单敏告诉记者：“镇上正组织有条件的60岁以
上老人入银龄安康意外伤害险。”

据介绍，在羊口镇，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
推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政策全面落
实，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均达到
了100%。

与此同时，羊口镇还实施了投资8000万元的医疗
保健中心综合楼建设，完善了村卫生室服务功能，促
进了羊口卫生事业的发展。此外，羊口还加快社保、医
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向农村辐射延伸，每年补贴200万
元开通了贯穿全镇的免费镇村公交，逐步统筹城乡居
民的基本养老、医疗，消除城乡二元差别。

◆专家点评

□王佳声
报道

羊口镇先
进制造业产业
园。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郑兆雷 肖飞

“镇政府买苇箔干嘛？”8月22日，茌平
县肖庄镇党委、政府门前，早起遛弯的李井
范村支书李保英，眼瞅2辆满载苇箔的拖拉
机，“突突……”开进大院，心里直纳闷儿。

“俺去瞧瞧！”李保英嘟囔着，悄悄跟进
大院。穿过大门、绕过3排老房，拖拉机缓缓
停在一座颇显破旧的起脊瓦房前。循声而
来的李保英，知道那是1976年建的老会议
室：房顶塌了大半个，剩下的瓦旧的多新的
少，门窗都变了形，外墙斑驳，唯有红色的

“会议室”三字格外显眼。
李保英顿悟：“今年雨水大，不修不行

啦！”
日历翻转，老会议室的破烂让李保英

印象深刻。去年冬天，他在这个会议室参
加一个会议，捂着大棉袄，仍挡不住冷风
往脖子里钻；进入雨季，上次开会时，就
漏雨了。

突然，李保英的肩被重重拍了下：“老
李来大院，还偷偷摸摸？”

李保英猛地回头，原来是镇党委书记

赵鹏。李保英赶紧解释：“早晨看到拖拉机
拉着苇箔进大院，有点纳闷，进来瞧瞧！”

他接着问：“赵书记，咱镇里财政收入
过千万，为啥还要这37年的‘老古董’？现在
农村都兴住楼房了，还用这苇箔修房多寒
碜啊！”

赵鹏认真地说：“咱过的是两万八千多
肖庄人的‘大日子’，会议室虽说旧点破点，
但花上几千元修补下就能用。一旦盖楼，
100万元也不够，为群众办事的钱可就少了
一大块。”

今年镇里已办完的大事，群众心里有
杆秤：建成了千亩绿色无公害韭菜示范方，
完成了5000亩小农水改造，修了50公里的
路、挖了10公里的沟渠……没有一项小钱。
其中，“北环路”连接起9个村的断头路，让
李井范到聊夏路的距离，由15公里缩至5公
里；得益于4条排涝沟，下这么几场大暴雨，
全村1500亩玉米没有一块被雨水泡起来。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
日子。反对‘四风’，服务群众可不能嘴上说
说，要立说立行！”李保英离开时，咂摸着赵
鹏跟他说的话，感觉心里热乎乎、肩上沉甸
甸……

苇箔缘何运进镇大院？

□李丽 世军 报道
本报阳信讯 近日，阳信县金缘集团有限公司中

层以上人员到结对共建廉政建设示范点温店镇刘厨村
开展“访贫思廉倡俭”主题实践活动，并为该村贫困
学子和困难群众送上助学金、慰问金及油、面等生活
用品。

今年以来，阳信县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
“村企共建”、“政企共建”、“政村共建”等联创共建新模
式，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百名局长包百企、企业帮
扶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组织相关部门签订共建协议，结
成共建对子。各共建单位建立廉政共建共享机制，整合
共享资源，相互监督促进，形成协作共进的帮促格局。

目前，该县已涌现出金缘集团与刘厨村、检察院与
供电公司、纪委与北朱村等14个结对共建先进典型，走
出了一条共建双方互帮互学、互惠互促的新路子。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宋银生 报道
本报曹县讯 9月4日一大早，曹县庄寨镇陈小营

村五年级小学生陈，和他父母来到村东头“集体伙房”
吃了一顿早餐，每人喝了一碗油茶、吃了两个包子，平
均每人只花了两元。

据了解，这些“集体伙房”老板大都是本村或周围
乡镇的农民开办的，有的还是地方名吃，他们每天早晚
备有不同类型的伙食，有油条、胡辣汤、豆腐脑、煎包
等，很受当地村民的欢迎。

一位开办“集体伙房”的刘师傅告诉记者，因为村
里大多数村民都来吃早晚餐，可把俺忙坏了，这不，找
了两个帮手还忙不过来，若不是有村民买回去吃，再加
10个餐桌也不够。

据悉，目前曹县已有80%的村队办有“集体伙房”，
不但让开店的老板有了一定的收入，也为广大农民工
提供了便利。

曹县乡村现
“集体伙房”

阳信村企
共建廉政示范点

□本报记者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侯石田 姜仲华

8月15日，骄阳炙烤着大地，树叶蜷缩了
身子打着蔫。齐河县焦庙镇杜庄村小路上，记
者随着镇计生站干部王爱英顶着烈日，走进计
生户孙丙俊的新猪场。

不用招呼，王爱英就拉了个马扎坐在吊扇
底下，用手绢“扇”着汗。“饲料买了吗？”
王爱英问。“昨儿刚送了来，您贷的那6万元
起了大作用哩！”孙丙俊边给记者让座边对王
爱英说，“另外几户也用这钱买饲料了，杜晨
还买了10多头猪仔哩！”

两人亲热地拉着呱，不知情的看上去，
还以为是亲姐弟俩呢。其实，王爱英是镇上
派到杜庄村的包村干部。从王爱英的工作日
志上，记者发现，她平均两天来一次杜庄
村，已走访了200多次。群众们说她进村一点
架子也没有，进了门找个马扎就坐下拉家
常，问困难，出主意，因此被形象地称为
“马扎大姐”。

孙丙俊2009年开始养猪，2012年已拥有母
猪12头、肥猪70头。去年年初他找了5亩荒闲

地建设新猪场。建猪舍、买猪苗，花去20万
元，借遍了亲戚朋友。眼看着五六万元的饲料
没着落，老孙着了急。王爱英了解完情况，告
诉他恰巧德州市计生系统启动“双千帮扶工
程”：可以贷款6万元，县、镇财政贴息。随
后，她向上反映，很快就把贷款交到孙手里。

不几天，王爱英一口气又跑了4家计生
户，为他们每户申请下6万元的贴息贷款。计
生户杜伟靠这6万元钱，新建了一座蔬菜大
棚；杜祥荣则买进了新鸡苗。

自去年起，齐河县实施“四联五帮”活
动，将3万名党员干部和14万农户全部联系起
来，帮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推进两区同建、
排除矛盾纠纷、办好惠民实事、建强基层组
织。

“我想先通过拉动计生户致富，影响带动
全村致富，而且拥护计生政策。”王爱英说。
焦庙镇计生部门根据王爱英等人了解的情况，
为计生户多方申请贷款，每年至少组织12次创业
培训班，还通过网络帮他们搜集市场信息，为
他们建起QQ群，互相交流创业心得，并宣传计
生政策。现在，让王爱英最为欣慰的是，她包
的杜庄村计划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00%。

30万热钱“送”给计生户
□本报记者 任松高
本报通讯员 林永波 李钟芸

“这是镇上的机关干部给你捐的款。”9月8
日上午，荣成市埠柳镇武装部长孙吉光来到学
福村，给他的联系户李平送上爱心款。进了门，
孙吉光从包里拿出一沓钱交给了李平，并坐在
炕沿上仔细了解他和老母亲最近的情况。临走
时，孙吉光拿出自己的民情日志，上面详细记录
着李平的家庭情况和他帮助解决的难题。“李
叔，您看这上面记的对不对，要是对就签个字。”
李平看后，爽快地在上面写下了“非常满意”四
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多年的老上访户给机关干部签字认可，这
可是件新鲜事儿。

原来，李平是一位年近6旬的单身汉，和83
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家庭收入仅依靠种地，日
子过得捉襟见肘。每年低保户评选时，他都会提
出申请。但低保户资格的确定，需要村里的党
员、村民代表投票决定。他虽然家庭困难，但性
格乖僻，经常与邻里乡亲纠纷不断，所以在低保
户评选时，没人肯为他投赞成票。为此，多年来
他几乎年年上访。

但是今年李平变了，发誓要好好过日子，再
也不上访。他告诉记者：“以前听说干部来走访，
我都十分抵触，心想又是走形式，好几次都让来
走访的孙部长吃了闭门羹。可人家一直苦口婆
心地给我做工作，主动帮我解决现实困难。他问
我想不想干点什么工作，我说60岁的人了，还能
干什么？孙部长说，农闲时你到物业上干保安
吧，最起码生活能宽裕点。他还多次发动镇上的
干部为我捐款，我真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单位包村、干部包户“两个全覆盖”活动开
展过程中，荣成市对干部下乡实行了群众签字认
可制度，让群众考评干部。每个机关干部下乡，都
要在民情日志上自行记录走访的具体时间、了解
到的具体情况、帮助联系户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
办法、办结时限等。走访结束时，由被走访户村民
签字确认，作出满意度评价。市有关部门通过调
阅民情日记、到村入户查访、电话随机抽查等方
式，对干部走访和驻村情况进行检查。目前，荣成
4800多名机关干部对全市23 . 8万户群众进行了走
访，共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4793件。

“干部干得好与不好，过去是主要领导说了
算，如今是俺老百姓说了算。”李平对这一考核
干部的方法十分认可。

“干部干得好不好，俺说了算！”

□张环泽 张大东 报道
本报枣庄讯 9月6日，峄城区峄州石榴文化研究

会成立，这是我省首个专门研究石榴文化的协会，目的
是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弘扬和发展石榴文化，进一步
丰富峄城石榴文化内涵。

据了解，石榴自汉成帝年间传到峄城，已有两千
年的历史，现已发展到18万亩。峄城是中国国内栽培
面积最大、优良品种最多、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石
榴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石榴盆景、石
榴树桩、石榴苗木、石榴盆景半成品的集散地。峄城
石榴年产量达到8000万公斤，产业年产值达到10亿多
元。

峄城成立
石榴文化研究会

□王兆锋 冯长禄 报道
刚刚用苇箔修好房顶的老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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