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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撬动经济跨越升级

润峰集团是微山县一家以新能源产业为主
的大型民营企业，董事长王步峰从一个“煤炭
贩子”成功转型为新能源产业的领头人。自己
不懂就高薪聘人才，没有市场就出让股权换。
经过近5年的发展，山东第一家民营企业建设的
兆瓦级电站2010年1月8日顺利并网发电。近
日，他们与奇瑞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进军
汽车配件生产领域，奇瑞汽车同意将新研发的
三个车型转让给润峰集团生产。该项目总投资
21 . 7亿元，将形成年产8000台客车车身、10万
MPV车身、仪表板5万件、门内护板5万套和汽
车电子产品灯具5万套的生产能力。

而这只是微山县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今
年以来，微山县坚持提升传统产业和扶持新兴
产业“两手硬”，一方面积极推动煤电企业对
外合资合作，大力整合造船企业、提升食品加
工企业，另一方面推动常巍电子、霓虹王、中
晶新能源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加快聚集、快速
发展。上半年全县完成技改等各项工业投入44
亿元，韩庄、留庄两个船舶工业园已有10个企
业进驻，以雨润食品为代表的食品工业增加值
将达到80亿元，新兴产业企业发展到43家，高
新技术产值占比提高到28%。

目前，微山县已初步形成以医药化工、纺
织服装、新能源、渔湖产品加工、新型建材、
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导、门类健全的发展格
局，实现了由单一倚重煤炭到多元发展的华丽
转变。

当然，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动力在项目，重
点项目建设是撬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
在微山，引大项目、引高端项目，是全力突破
工业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上半年，微山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173亿元，增长12 . 5%；地方财政收
入14 . 6亿元，增长18 . 3%；固定资产投资90 . 1亿
元，增长32%，主要经济指标顺利实现“双过
半”。

治污环保打造靓丽“生态名片”

微山湖全湖面积1266平方公里，全居微山
县内，是华北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重要输水走廊和调蓄功能区。建设微
山湖大生态带、走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发展模
式，在加快经济发展中切实保护好、建设好
“青山碧水”，是微山县近几年一直坚持的发
展理念。

2000年以来，通过“治用保”流域治污模
式，关停流域所有重污染企业，同时在入湖河
流两岸和入湖口建设人工湿地，修复湖滨生态
系统，发挥湿地的水质自净能力。通过对湿地
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探索出既能保护湿地又
能增加渔民经济效益的养殖模式——— 生态渔
业。在南四湖流域内GDP年均增长率13 . 9%的背
景下，COD和氨氮浓度年均分别下降16%和
22%。微山县GDP从2000年的40 . 63亿增长为2010
年的243 . 7亿，增长了5倍。“两位数经济增长的
同时，两位数的环保污染指数下降，就是发达
国家的专家学者，也会肃然起敬的。”省环保
厅厅长张波曾如是说。

现如今，微山湿地恢复保护达到10万亩、人
工湿地面积达到7万亩，其中新薛河湿地被环保
部誉为“湿地保护的范本”，圆满完成淮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任务，建成济宁市首个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成功举办的两届“微山湖湿地论坛”，也
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让江河湖泊休养生
息，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

而生态湿地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治污效
果，更重要的表现在城市发展方向上，建设中
的微山县南部新区的规划理念就是在湿地上建
城市，把新城区的通惠河、秀水河、星月河、
白鹭河、南庄河5条河道和白鹭湖与城区水系贯
通，改造成具有水质净化功能的人工湿地生态
系统，城、湖、湿地一体保护开发和建设，使
湿地与城市相得益彰，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大美滨湖新城“呼之欲出”

“外地人说，微山一年一个样；当地人
讲，微山一天一个样。”此言不虚。如今的微
山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规划拓展到50平方公
里，核心区扩大到36平方公里，城乡间新住宅
小区拔地而起，新马路纵横交错，清水连城，

绿满乡间，到处是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
全新图景。

全面改造中部老城区、提升建设东部开发
区、分步建设西部滨湖区、加快建设南部新城
区、集中建设北部商贸区的“一城四区”开发
建设，无疑对于微山具有深远的意义。城镇化
水平长期滞后，一直是制约微山加快发展的关

键所在，也是与先进城市的差距所在。建设
“滨湖生态宜居”的新城，是党委政府的承
诺，也是72万微山人心中的梦。

微山县在去年和谐拆迁170万平方米的基础
上，今年上半年又完成和谐拆迁57 . 3万平方
米，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同一个梦，因为上下
一条心，因为好政策让利于民，这200余万平方

米的动迁无一人上访，“拆迁”这个敏感的字
眼在微山有了另一种诠释，演变成一种不屈不
挠的精神、一种无往不胜的魄力、一种干群互
动的温馨。

随之而来的大建设也势如破竹：今年新开
工建设安置房47万平方米；总投资15 . 5亿元、
65 . 7万平方米的11个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加快

推进，在建或建成10层以上高层建筑80栋。新
建城市道路 2 9 . 8公里，开挖湖泊河道 6 . 4公
里、完成土方近200万方，新增绿化面积20万
平方米；总投资7 . 5亿元的县文体中心“一场
三馆”年内将建成使用；百姓期盼已久的家乐
福、银座、华润苏果等大型商超即将正式进
驻；以县城为中心、驩城镇为次中心、其他乡
镇为重要节点、路域为纽带的小城镇建设布局
加快推进，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和旅游名
镇“呼之欲出”。

作风转变为发展凝聚正能量

加速崛起，时不我待，但良方何在？微
山通过一次次学习讨论、外出考察以及查摆
剖析整改发现：求稳的习惯、平庸的表现、
应付的行为、懒混的心理、狭隘的思想，这
些从思想境界和工作作风上阻碍了微山的跨
越发展。

当思想触动，当思路清晰，行动便开始了。
微山从作风问题入手，先后分层次开展了党员领
导干部、部门中层干部、农村基层干部作风整
顿，在政法和教育卫生系统开展了“转正树”主
题教育活动；制定了领导干部“十条禁令”、中
层干部“六条禁令”、政法干警“十项纪律规
定”、教育卫生系统两个“八项规定”、村干部
“八个严禁”，在各个层面定制度立规矩正操守
强风纪；开展了“不做闲人不喝闲酒不说闲话”
主题教育活动，狠刹无所事事、闲话生非、吃喝
浪费之风；开展了“反奢侈之风反脱离群众反特
权思想”三反主题教育活动，重点治理铺张浪
费、脱离群众和特权现象。

在推动作风整顿的同时，县委、县政府还采
取了一系列暖民心顺民意的实际行动：拆掉县
委、县政府等10余个临街部门的围墙，私家车可
免费停靠；为几万名被拆迁群众举办特别慰勉晚
会、县级班子成员集体向群众行慰勉礼、两节期
间副科级以上干部亲情走访拆迁群众；坚持转文
风改会风、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取消会议主席
台，改革会议组织形式，群众坐中间，干部坐两
边；全县观摩等大型活动一律吃大包子、喝白开
水，树立了清新节俭的良好形象。

今年以来，微山又在全县全体干部职工中开
展了“进百姓门、吃百姓饭、知百姓事、帮百姓
忙”四百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全县4545名干部职
工，联系全县152300余户农家，更创新推出了聘
任县级及以上750名“两代表一委员”为“民意
代表”，让代表和委员们既成为联系群众的“联
络员”，又成为群众利益的“监督员”。

乘时代大潮再出发

“物华天宝歌盛世，人杰地灵唱今朝。”
在打造西部经济隆起带中做中坚力量，微山紧
扣“科学发展”做文章，围绕“加速崛起”求
突破，努力在五个方面发挥骨干作用。

在建设区域经济中心中发挥骨干作用。加
快培育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科学合
理的产业体系。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快于周边地区，巩固全市第一方阵位
次，在济宁及鲁西6市实现位次前移，综合实力
每年在全省提升一个位次以上，地方财政收入
每年提升两个位次以上。

在建设新型城镇体系中发挥骨干作用。全面
拉开“一城四区”发展框架，到2017年城区面积
达到5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万人以上，增强中
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统筹抓好小城镇建设，完
成乡镇驻地提升改造任务，建成一批标准较高的
农村社区，全县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在建设科技创新先行区中发挥骨干作用。
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构建
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
年提高，自主创新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高新
技术人才形成规模，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30%以上。

在建设生态示范城市中发挥骨干作用。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环境保
护和生态修复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成
“十二五”节能减排任务，到2017年森林覆盖
率达到35%以上，建成国家级生态县、国家级园
林县，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微山。

在建设民生和谐示范区中发挥骨干作用。
立足实际兴办一批民生实事，真正使群众学有
优教、劳有丰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
宜居，着力打造民生幸福之城、文化昌明之
地、和谐首善之区。

微山：借势“一圈一带”再出发

省委、省政府确定建设“西部经济隆起带”，与“蓝黄”经济区、“省会经济圈”相呼应，打造新的增长极和战略

支撑点，这是深化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对于形成东部领跑、中部崛起、西部赶超的发展格

局，增创山东发展新优势、实现强省建设新跨越具有重大意义。

而微山县在鲁西6市58个县市区中，经济总量居第6位、地方财政收入居第8位，在县域经济发展板块中具有很重的分

量，理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在西部经济隆起带中率先突破，倾力发挥骨干作用，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微山跨越发发

展、争先进位、加速崛起。

新能源材料生产车间

四通八达路网建设

建设“经济强县、旅游名县、滨湖新城”

城市绿化美如画

南部新城规划图

循环经济新材料生产线

打造生态宜居滨湖新城

生态治理成果斐然

微山湖十万亩野生荷花映红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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