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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屯镇位于济宁市嘉祥县东南部，地处嘉
祥、中区、金乡三县接合部，总面积94平方公
里，辖62个行政村，6 . 7万人，是中国优质粳米
生产加工基地、鲁西南最大的棉花收购加工基
地、农业部绿色香瓜种植基地、鲁西南最大的
合同鸡养殖基地。

这个民风淳朴、厚德包容、人杰地灵的小
镇，资源丰富——— 境内煤炭存储量达2亿多吨；
境内水资源丰富，洙水河、洙赵新河、小王
河、蔡河等7条河纵横交错；五公里内有山水水
泥、鲁西水泥，上百家石子石材、石雕玉雕加
工基地，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丰富的原材料；
周边有里彦电厂、济宁电厂，为经济发展提供
丰富的电力资源。

环境优美——— 金屯镇山青水碧，天蓝地
绿，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区位优越——— 北依三级航道洙水河，南临
济宁市化工园区，东傍嘉祥港金屯作业区，西
靠济宁机场。济徐高速、国道105线贯穿南北，
机场线、机场连接线纵贯东西；嘉祥港金屯作
业区已投入运营，通过洙水河三级航道直达江
浙沪；境内济宁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广
州、青岛、厦门、沈阳等17条航线，交通十分
便利，是济宁市唯一具备“陆水空”立体交通
网络优势的乡镇。

近年来，金屯镇党委、政府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按照建设“工业强镇、农业重镇、生
态美镇”的理念，围绕富民强镇目标，咬定发
展不放松，届届都有新举措，镇域经济社会实
现了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先后荣获“山东省小
城镇建设示范镇”、“山东省宜居宜业生态乡
镇”、“山东省民兵工作先进单位”、“济宁
市跨越发展先进乡镇”等多项荣誉称号，连续
三年被嘉祥县委、县政府评为一类先进集体。

“大项目突破”

撑起发展“擎天柱”

近日，笔者来到嘉祥港金屯作业区现场，
远远就望见港口内停放了不少船只，吊机挥动
着“手臂”装卸货物，大卡车在不停地运输，
好一派繁忙的景象。

拥有水、陆、空区位优势的金屯镇，按照
全县“工业园区北上、大宗物流南下、城市新
区东进、休闲产业西拓、新型商贸中起”的发
展规划，依托济宁空港、嘉祥港金屯作业区、
徐庄港口、金祥物流、金顺物流、丰能物流和
济宁友邦航运物流的基础优势，着力发展仓储
物流业，规划建设金屯物流工业园区，目前入
园过亿元物流项目4家，总投资达4 . 85亿元。目
前金屯作业区已经投入使用。

据济宁金港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建设介
绍，嘉祥港金屯作业区占地200亩，包括保税物
流和产业物流用地，总投资1 . 2亿元。该作业区
水路陆路位置优越，位于洙水河南岸105国道东
侧，距京杭运河主航道约12公里，距济徐高速
入口处约3公里。按照规划共有3个功能分区：
港口作业区、物流企业区、综合配套服务区。
目前港池有泊位6个，装备有固定吊机5台，输
送机1台。可停靠千吨级船舶，配套仓储设施占
地60亩，年吞吐量为450万吨。主要外运货种为
煤炭、矿建材料、水泥、粮食及集装箱，最远
可到达广州。

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物流产业园区建设，
也是金屯镇开展“大项目突破年”的重要一
环。金屯镇以开展“大项目突破年”活动为载
体，把嘉祥港金屯作业区等10个重点建设项目
作为发展突破口，成立10个项目建设指挥部，
力促快推进、快投产、快达效。大力实施镇域
经济“倍增”计划，按照“抓项目就是抓发
展、抓项目就是抓投入、抓项目就是抓民生”
的理念，积极调整镇域经济结构，优化镇域产
业布局，提升镇域经济效益，促进了农业增
产、工业增效、财政增收，有效推动了镇域经
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使镇域经济步
入发展快车道。

金屯镇加快企业转型技改扩能，推进企业
升级提效。新鲁西水泥有限公司，投资1200万
元，对原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年可增加水泥
产量100万吨，新增销售收入2 . 8亿元，新增利税
800万元。由石材加工业户转型投资2000万元，
新上的金福昌机械项目，主要生产各种车床、
刨床零部件，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4300

万元，利税200余万元。华和服饰二期工程，投
资1000万元，新上刺锈设备6台，年产120万件/

套出口卫衣服饰，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500万
元。兴华棉业公司投资1300万元，新上400型打
包机及6台轧花机，年可加工生产皮棉4万吨。

此外，该镇还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做
文章，围绕全县实施的“2351”招商引资攻坚
行动，开展了赴深圳、无锡等专题招商活动，
着力引进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税收贡献
突出的项目。今年新落地工业项目3个、农业项
目1个，分别为：投资4000万元的金德纺织项
目、投资5000万元的锦森复合地板项目、金福
昌机械项目和投资3000万元的济宁衍博现代农
业科技生态园项目。投资1 . 1亿元的济宁众鑫棉
纺织项目，目前已成功签约。投资1 . 2亿元的凯
信光电项目，已初步达成投资意向，近期将进
行项目选址。

今年以来，金屯镇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出快
速发展势头。截至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到5家，1-10月份实现工业总产值4 . 6亿元，发展

个体工商户189户、民营企业15家。

“三区同建”

打造特色小镇

在金屯镇潘庄村的一处空地上，在建的几

排居民楼一天一个样地“生长”着，附近的村

民想到即将要搬入的新房，心里不禁美滋滋

的。“12排居民楼的村民都上楼后，比之前分

散居住能节约150亩土地。”潘庄村党支部书记

张小四介绍，和居民楼同步建设的还有老年公

寓、社区服务中心以及一些门市，投入使用后

村民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又能增加经济收

入。

小城镇建设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

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重要工作，是逐

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形成工农之间和城

乡之间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的重要举措，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重大

的历史、现实意义。

近年来，金屯镇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中，紧紧抓住增加农民收入和集体收入，改善

农村生活条件这个关键和根本，按照该县“集

中居住区、低碳加工区、规模种养区”三区同

建的思路，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

农民居住社区化、劳动产业密集化和农业高效

规模现代化的发展。

金屯镇立足毗邻济宁、“水陆空”立体化

区位交通优势和商贸传统优势，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深度谋划小城

镇建设。聘请济宁市规划设计院编制金屯镇驻

地总体规划，对具体功能区域和项目进行了控

制性规划和指导，高标准编制完成了“一轴五

区”城镇总体规划(以105国道为轴线，科学划

分为工业园区、行政服务区、商贸服务区、居

民生活区、仓储物流区)，按照“一年求发展，

三年出轮廓，五年打造一个新金屯”的发展目

标，着力打造水乡文化特色韵味小城镇。按照

“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统筹兼顾、确保重

点”的要求，聘请省城乡建设勘察院规划设计

了金城中心社区，占地面积1600亩，规划建设

居民楼120幢，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建成后镇

区人口达4万人。至今年6月，金城中心社区驻

地五个小区相继建成，容纳8000人入住。计划
2014年6月份前，高庄社区、潘庄片区落成入

住。预计2018年12月31日前，其他社区及14个居

民点全部完工入住。

金屯镇城镇建设高点定位，日新月异，以

独特的景观风貌全力打造城镇建设精品工程。
2010年，相继完成了新的服务中心和惠民路建

设，完成了金城中心社区的金水商业街、金康

小区、金正花园三个片区建设。相继启动了105

国道西侧金水嘉苑、金城花园两个片区12幢居

民楼建设，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镇卫

生院门诊大楼，力争年内启用。

为提升城镇建设整体形象，金屯镇制定了

《金屯镇小城镇管理办法》，成立了专门城镇

管理办公室，建立了综合执法大队，不定期开

展驻地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同时按市场化

运作的路子组建了保洁公司，建立了驻地和镇

域内主干道的全日保洁机制，切实加强了镇村

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了整洁优美的城镇

环境。

“要实施城镇带动战略，使现代化小城镇

更显英姿！”下一步，金屯镇将突出抓好镇区

路网建设，强化小城镇管理，继续做好小城镇

的亮化、净化、美化工程，提升城镇形象，以

优美的环境展示水乡小城镇的风采。走“小而

特”的路子，突出特色，形成比较优势，实施

差别化竞争战略，以鲜活的城镇特色，形成

“名镇效应”。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着力抓好镇区道路、排水管网、污水和垃

圾处理设施及园林绿化建设。

在推动小城镇发展的道路上，金屯镇群

策群力，为破解建设瓶颈，鼓励一部分先富

裕起来的农民带资进镇，买房建房、兴办企

业、务工经商；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地客商参

与小城镇建设、兴办企业；按照“谁投资、

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动员单位、企业

和个人投资建设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盘活存量资产、以项目为载体实行股份

合作方式直接融资。

农业重镇战略

做优做特现代农业

金屯镇地处鲁西南平原，属黄河冲积平

原。该镇是有名的农业强镇，省科普惠农示范

镇，农作物种植以麦稻、麦棉轮作为主，是有

名的鱼米之乡、香瓜之乡、草制品之乡。周边

地区有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区，并在金屯镇形成

大规模的棉花销售市场。

依托这些产业基础，金屯镇实施农业重镇

战略，做优做特现代农业，依靠先进技术，大

力发展“绿色”农业。常年种植优质水稻5万

亩，棉花种植面积3万亩，棉花加工专业村9

个，绿色“兴屯”牌香瓜2 . 6万亩，优质大蒜2 . 6
万亩，圆葱4000亩。农业发展带动了金屯镇农
资市场的飞速崛起，并形成了棉花、香瓜、草
苫制品等特色产业三大市场，拉动了全镇二三
产业的发展，年交易额分别达到5亿元、1亿元
和0 . 7亿元。

金屯镇林业和畜牧业发展良好，畜牧养殖
业以肉鸡、合同鸡养殖为主，辖区内林业资源
丰富，林木存量112万株，现有丰产林基地1万
余亩，木材加工专业村6个。肉鸡存栏量40余万
只，其中合同鸡存栏量30余万只，规模以上养
殖基地56个。

“金乡的大蒜、菏泽的花，金屯的香瓜顶
呱呱”，金屯镇的甜瓜早产量高，瓜肉细嫩，
瓜汁丰沛，香甜可口，风味极佳，故有香瓜之
乡美称，在当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金屯镇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特色种植业
结构调整的意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
标，为鼓励农民实现由传统种植向大棚种植的
转变，把拱棚香瓜种植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
口，使大棚香瓜生产走上了产业化生产经营的
路子。金屯镇“兴屯”牌香瓜远销济南、青
岛、北京、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成为区域
经济的重要品牌和种植业调整的一面旗帜，为
农民快速致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提高农业机械
化水平，金屯镇加强以除涝治理为重点的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抓好灌区项目后续配
套建设，力争尽快通过国家级验收；同时积极
编制申报农田水利建设项目，高标准实施王
屯、老屯、燕屯涝洼地治理项目。加快绿色无
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高标准规划新机场路两
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以耀昌食品、庄园食品有限公司为依
托，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以畜牧
业为重点，推进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以合同
鸡养殖为重点，建设家禽养殖小区。通过调整
和优化农业结构，推进该镇农牧业向规模化经
营转变，提高农业集约化生产水平和农业生产
效益。

位于金屯镇驻地南、105国道东的济宁衍博
现代农业生态园项目是该镇的重要农业项目，
总投资6000万元，一期项目于去年8月份开工建
设，目前已投入使用。该项目区包含花卉苗木
园、荷柳园、水产品养殖区、畜禽养殖区、现
代农业综合实验区、办公休闲游乐区等6大园
区，是赏花、垂钓、休闲娱乐的天然乐园，品
尝纯天然野菜、有机新鲜谷物、各种环保水产
品、家禽等特色美食的优选佳地。下一步该生
态园发展的多种现代农业经济项目及农业科学
实验，将给全镇现代农业起到科技示范作用，
必将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龙头企业。

全力推进

社会事业和谐发展

围绕建设“工业强镇、农业重镇、生态美
镇”的总体发展思路，金屯镇在大力发展经济
的同时，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各项事
业，推进和谐安定建设进程。

金屯镇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投资3000
余万元，先后建设了明德小学、海阳小学、启
航小学、姜庄小学、大孙小学、中心幼儿园、
中学实验楼和中学女生宿舍楼等工程。成立残
疾人救助中心，启动了“先看病后付费”惠民
工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8%，农村养老
保险参保率达到93%。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全覆
盖，全镇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农村土坯房基本
消除。计划生育率、健康查体率大幅提高，出
生人口性别比降幅明显。

大力开展“平安金屯”建设，投资60万元
完成了以覆盖全镇监控为主的“天网”工程建
设，深入开展“打霸痞、优环境、促发展”会
战活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
监管、执法、隐患排查力度，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为改善群众生活环境、建设美丽村庄，金
屯镇着力推进“硬化、绿化、美化、净化、亮
化、平安、文明”七大工程，城镇形象和居民
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先后完成了机场连接线洙
水河桥的新建和王屯桥、大王桥、姜庄桥的重
建。投入7200余万元，修建了老机场路、王满
路、嘉喻路、王王路等县乡干道。筹集配套资
金800余万元，修建乡村道路100余公里，全镇
累计公路通车里程200余公里，交通格局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顺利通过省级村级公路网化
示范县验收。

今年以来，金屯镇大力实施路域环境综合
整治、乡镇驻地环境整治、文明生态村创建、
河道绿化等8项重点生态环境整治工程。投资40
多万元，对驻地所有门头牌匾全部进行了统一
更换。投资30余万元，对镇村环境设施进行维
护，新建垃圾池106个，补配垃圾箱220个。

为改善金屯居民的用气生活环境，从该镇
境内通过热力气12余公里(济宁—成武)；多方筹
措资金，紧锣密鼓建造金屯中心社区污水处理
厂，预计三年内各中心社区能够建造污水处理
站；为改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征地70余亩建
造金屯第一娱乐生活广场。计划年内在南青龙
山发展社会养老机构一处，已有投资商来镇作
初步考察、洽谈。

下一步，金屯镇党委、政府将坚持“厚
德、包容、务实、创新”的“金屯精神”，创
新思路谋出路，奋起发力求发展，把金屯镇建
设成为富强、美丽、文明、和谐的强乡镇。

16

金水财富广场北透视效果图 兴华棉业现代化加工车间

绿色农业生产基地 金水湾社区鸟瞰图

薛庄海阳小学 华和针织现代化绣花设备

金港作业区

嘉祥县金屯镇

打造工业强镇 农业重镇 生态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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