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莒县无“局限”
———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效双提

□辛有东 魏士朝 杨京华

投资倍增、服务业提升、农业结构调整双
牵引、城乡对接共进、创新驱动……“五大行
动”虎虎生风，县域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社会
建设突飞猛进。2012年，莒县被省委、省政府
表彰为全省县域科学发展先进单位，位居跨越
发展第五位。2013年，在日照市工作目标绩效
考核中位居各县区第一位。2014年，地方财政
收入11 . 4亿元，增长22 . 9%，增幅居全省县级第6
位，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93%，居全省县级
第11位。

新常态、新挑战、新机遇。在国内外经济
下行压力下，莒县不断推出破解发展局限“组
合拳”：调整招商政策，推进项目建设，化解
贸易融资风险，稳定企业运行，推进企业股改
上市等，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4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 0 . 2亿元，增长
11 . 9%；固定资产投资46 . 6亿元，增长15 . 1%；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6 . 8亿元，增长19 . 1%。1-5
月份，地方财政收入5 . 98亿元，增长9 . 37%，税
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83 . 3%。

“三轴八区”

县域经济一体发展

“在开发区，不仅交通物流更为便利，基
础设施更加完备，企业的发展空间也更加广
阔。我们将促进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为地方
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国泰山泉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一名负责人说。投资过10亿
元的国山泰泉新能源示范应用产业园项目由
莒县陵阳镇招引，经县招商引资项目评审会
商，根据产业聚群集聚发展的原则，企业最
终落户莒县经济开发区。而作为招引单位的
陵阳镇，项目达产后也将享受一定比例的税
收分配。

作为经济建设主战场，园区是集聚的中
心，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
莒县科学规划和调整园区产业布局和发展方
向，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依托206国道、日兰高速公路和旅游大道3条轴
线，规划建设莒县经济开发区、海右经济开发
区等8个产业聚集园区，加速形成了“三轴八
区、整体推进”的经济发展格局。

深入开展“突破园区、聚力招引”活动，
调结构、补短板。为突破园区发展瓶颈，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莒县建立产业包保责任制，变
包项目为包产业，推行一个主导产业、一名县
级领导、一个责任部门、一套工作班子、一个
实施方案“五个一”工作机制，形成产业谋
划、招商、培植合力。

提升园区开发运营水平。探索建立管理和
开发主体分离的市场化开发运营模式，对各园
区进行全方位“二次规划”，推进“多规合
一”，通过发展“飞地经济”，促进项目向园
区集中。大力推进招商与引资、引智、引技结
合的“一招三引”模式。坚持将招商责任和压
力上移，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同时，抢抓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积极推进水泥、化工
等企业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优化产业空间
布局。

调速不减势

量增质更优

6月12日，36°C，晴。炎热的天气丝毫没
有阻挡企业的项目建设热情，在莒县华泰精细
化工及配套项目的建设工地上，车辆往来穿
梭，建设如火如荼，一派繁忙。

“我们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69亿元，属高
科技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意味着可以淘汰8万
吨落后造纸产能，年节约用水180万方，减排化
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各200吨以上，还能够促成
企业的整体搬迁和转型升级，拉长企业的产业
链条。”谈起项目建成后将为企业带来实实在
在的效益，项目负责人脸上满是期待。

近年来，莒县抢抓“蓝、红、金”、“一
路一带”等战略机遇，突出项目支撑，做大增
量，做优存量，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
更优，持续增强发展后劲，大力提升优化产业
层次和经济结构。

强化项目建设的带动支撑作用，对今年初
确定的全县54个重点项目、12项城建重点工
程、18项道路交通工程、12件为民办实事项
目，全部责任到人，确保早开工、早建成、早
见效。深入开展“大项目建设年”活动，把重
大项目建设作为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抓项

目、扩投资、优投向。围绕补短板、促调整，
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年内重点抓好总投资
132亿元的37个企业技改项目，主动对接蓝色经
济，壮大“四新一海”产业，大力开展“工业
提质增效年”和“百家企业提升行动”，引导

企业做强主业、做大实体，年内力争销售收入
过10亿元企业达到7家，纳税过千万元企业达到
30家。

务实编制“十三五”规划，在前期筛选储
备计划投资706 . 6亿元的343个“十三五”重点

项目基础上，莒县抓住国家充分发挥投资对
稳增长关键作用的机遇，精心策划论证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充实到“十三五”重点项
目库。同时，围绕上级重点投资领域，积极
做好对上争引工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良好条件。

破解要素制约

企业发展无“局限”

企业是工业经济的主体，近年来，莒县把
服务企业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着力点，做大
做强实体经济。当前，受宏观经济形势和贸易
融资风波影响，企业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莒
县县委、县政府把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和问
题作为突破口，牢固树立政府与企业同心同
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理念，深化银企对
接融合，化解企业融资难题。

把化解企业融资风险作为突出重点，稳定
重点骨干企业，推动企业提质增资。将财政
过桥资金由5000万元提高到4亿元。自去年8月
份以来，累计为企业使用过桥资金 8 9笔、
68 . 77亿元。大力推进企业股改和上市挂牌，
引导企业创新发展，出台鼓励扶持具体措
施，县财政出资5000万元设立县级股权引导基
金，加大对企业扶持补助力度，目前，全县
已有9家企业上市挂牌。同时，加强辅导培训
和典型带动，引导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积极融入资本市场，确保到2017年至少新增5-
7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家境内外上市公
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至少30%改制为股份制
公司。

着力破解要素制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探索设立5亿元产业发展基金，用好工业园区、
城市建设融资平台，积极推进与进出口银行、
省担保公司合作，有效破解融资难题。对“十
三五”储备项目中由政府计划投资260亿元的
195个项目，创新思路，采取PPP等模式，吸引
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对重点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实行限时并联审
批，提高行政效能，促进项目尽快投产见效。
严格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大力推进土地增减挂
钩，加强违法违规用地化解工作，对闲置建设
用地依法坚决收回，破解“有地不能用”和
“有项目无地用”困境，提高土地利用率、产
出效益。

搭建民生保障大平台

富裕和美莒县魅力现

为60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1 . 5亿元；为
6566名被征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开发75个公
益性岗位，新增城镇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1 . 7万人；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套；为5000户
困难家庭发放救济金1000余万元；为残疾人改
造危房120套；免费实施残疾人白内障复明手术
1000例；开展“精准扶贫”、推行“阳光低
保”……

民生跟着民声走，坚持早办、办好让群众得
实惠的事，莒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让群众分
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确保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群众。近年来，民生投入一直保持高幅增长，一
组数字可以佐证：2011年，莒县地方财政收入5 . 9
亿元，民生支出8 . 6亿元；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
7亿元，民生支出11 . 7亿元；2013年，地方财政收
入9 . 28亿元，民生支出13 . 2亿元；2014年，用于改
善民生的支出达24 . 7亿元，占总支出的72 . 8%，保
障水平不断提高，新农合、新农保、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险、城乡低保等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全面整合。

城乡建设迈出新步伐。立足“鲁南生态田
园城市、山水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深入
实施“城乡对接共进行动”，加快推进沭东
新区、老城区、乡镇驻地区、产业园区和农
村社区“五区”融合、一体发展，城区规划
面积拓展到46平方公里，沭东新区从概念到现
实扎实迈进。老城区内涵不断提升，成功争
创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产城融合，推进农
村社区与产业园区“两区同建”，镇域自我
发展、自我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全县1195个行
政村规划为170个社区，全面完成撤村设社区
工作，农村新型社区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基本
单元作用逐渐彰显。

具有莒县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加速形成，
初步构建起了县、乡镇街道、社区(村)全覆盖
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实现了矛
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深化党群“双向直
通”机制，强力推行在职党员干部联系群众
制度，每名干部长期固定联系30户农村群众；
坚持实施农村党员群众“议事·学习日”制
度，目前已连续30个月在全县1195个村开展这
一活动，成为改进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
和平台。

古都新韵 山水名城现代农业转调主打特色与品牌

企业新三板挂牌陆路码头海关直通站

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工业转调莒县“智”造

小城镇建设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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