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雅芹 林世军 王剑

梨乡古韵，和美阳信。
阳信，因汉代名将韩信自燕伐齐屯兵笃马

河之阳而得名。阳信有着悠久的文明发展史
迹，淳朴善良的梨乡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着
美好生活。

进入“十二五”后，按照国家、省市确定
的“十二五”规划目标，结合“黄蓝”两区规
划，阳信县重新审视自己，确立了“科学发
展、追赶赶超”的理念，大力实施“工业兴
县、农业富县、三产活县、文化强县、生态立
县、新型城镇化”战略，解放思想，创新实
干，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实现了超
常规、跨越式发展。

厚积薄发，梨乡阳信腾飞在即。在“十二
五”收官之年，阳信全县地区生产总值预计突
破146亿元，年均增长9 . 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预计可达7 . 3亿元，年均增长21 . 4%。新常态
下，阳信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腾笼换
鸟促转型，凤凰涅槃求创新，全县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产业带动促发展

2013年3月，总投资60亿元的阳信县公共供
热中心开工建设。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
入50亿元。待项目全部完成后，可实现年供热
量420万吨，年发电量92 . 4亿千瓦时。

总投资80亿元的汇宏新材料项目已于2014
年9月27日正式投产，年底一期60万吨合金铝生
产线全部投产，项目二期正在建设中。

正在进行开发的阳信鲁北陆港物流园区总
面积15 . 6平方公里，园区内现建有新材料产业
园和物流园两个功能园。其中，物流园主要依
托德大铁路阳信客货运站建设10条铁路专用
线，可辐射惠民、无棣、沾化、庆云等周边
县，形成鲁北地区重要的大宗物资、油料商
品、农副产品物流中转和供应基地。园区一期
规划投资40亿元，主要建设铁路作业区、物流
堆场区、市场物流区、专业物流区、物流增值
加工区、物流商务区等六大功能区，建成后，
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

久盛铝业、泰和新材料、泰信晶元科技等
一批投资过20亿元的上下游企业以供热中心丰
富的电热资源为依托，入驻新材料产业园，成
为陆港物流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企业群体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阳信

传统工业散、小、弱的状况，初步形成了“高
峰”与“群山”相互辉映的良好局面。在阳信
电子信息产业园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阳信封装基地，车间里一尘不染，工人们正在
进行塑封高压硅堆、硅桥式整流器、玻封高压
硅堆的生产。也许你不会相信，这个具有世界
领先水平的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一个
月时间，速度之快令人惊叹。项目经理高景坡
说：“目前世界上能生产高压硅堆的只有我们
和日本一家公司，但日本的公司由于受地震影
响效益不佳，高压硅堆的话语权掌握在我们手
里。”该项目总投资2 . 8亿元。目前，已实现批
量生产，仅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2 . 8亿元。

“我们京阳科技公司生产的针状焦克服了
目前国内市场依赖进口的现状。用它制成的炭
素制品结晶度高、纯度高、烧烛量低、热膨胀
系数(CTE)低，被广泛应用于炼钢及宇航等领
域，完全可以做到替代进口针状焦产品。”京
阳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王爱平介绍说。该公司一
期已于去年年底开工建设，2016年10月底将全
部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35亿
元。

“十二五”期间，阳信县以高效生态为导
向，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
为依托，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转
调升级，瞄准新材料、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高端
产业基地，构筑了“一体两翼”发展大格局，
以高端化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
表的特色产业和以现代物流为代表的服务业快
速崛起，形成了以龙福环能科技、金缘集团为
代表的循环经济产业，以滨阳燃化、科宇能源
为代表的高端化工产业，以长威电子、环泰科
技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随着魏桥集
团、京阳科技等一批好项目、大项目的落地，
又为该县在发展高端铝型材、高端化工等方面
提供了坚实基础。

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条
件，更是关键。自2012年起，阳信县在交通网
络体系以及城市道路、公园等方面累计投资近
40亿元，构筑起了“两环、三纵、四横”的县
域内交通路网体系，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交通
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长深高速、荣乌高速、205
国道以及新大济路、庆淄路等6条省道穿境而
过，濒临新京沪高速、济东高速，德龙烟铁路
在阳信设有客、货运站，使阳信可直接对接天
津、黄骅、滨州、东营、莱州、青岛六大海港
以及北京首都机场和新机场、天津、东营、济
南五大机场，“四高一铁一高铁”、“一国道
六省道”和“六海港五空港”的多元化立体式
交通新格局正在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和
提升科学发展的水平显著增强。

回汉团结富一方

每逢农历的二、七都是阳信县河流镇刘庙
社区大杨村大集的日子。多年来，大集成了回
汉两族村民必到的盛会，大集当天40多位回汉
两族的老人聚在一起唱京剧、拉家常。而这，
只是阳信“回汉一家亲”的一个缩影。

阳信作为省少数民族工作重点县、鲁北地

区最大的回族群众聚居区，共有回族群众1 . 29
万人，主要分布在3个乡镇15个少数民族村。
“在阳信，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一切，要实现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就必须把民族团结进步
摆在突出位置。”该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马福祥强调，只有以扶持发展少数民族
经济为切入点，以改善民生为突破口，不断加
强民族团结进步，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今
年8月，马福祥被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自2011年以来，阳
信县委组织实施了“乡镇振兴”工程，并把强
力振兴党的基层组织作为“一号工程”来
抓，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抓班子、带队
伍，抓基层、打基础，选准配强村支部书
记、狠抓后进村班子转化整治、加强基层党组
织阵地建设，全县少数民族村级党组织坚强有
力，党员作用发挥好，党员党性意识强，代代
相教、代代相传，促进了民族团结的大进步。
目前，全县在职行政事业少数民族干部112人。
县级领导班子和民族工作重点乡镇领导班子
中，都配备有少数民族干部。选齐配强了15
个少数民族村“两委”班子，并通过外出参观
学习、集中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他们服
务群众、服务基层的能力。积极培养、使用
少数民族村后备干部，起用了一批致富能
手，并把他们充实到村“两委”班子，先后发
展党员400人。

为加快经济发展，阳信县积极引导回族
党员群众发挥传统优势，大力发展肉牛养殖
及加工业，由10个回族村组成的全县最大的回
民居住区——— 刘庙社区逐步成为全国知名的肉
牛养殖加工基地，涌现出了一批能带领群众致
富的优秀党员和鸿安、鑫源、亿利源、华阳、
华胜等一批知名清真牛肉品牌。目前，刘庙社
区拥有各类加工企业80余家，其中投资超千
万元的达8家，极大带动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
展，绝大多数刘庙村民过上了富足殷实的幸
福生活。

不只是刘庙，2014年，阳信全县少数民族
人均纯收入达到21500元，超出全县农民人均纯
收入万余元。

阳信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民族工作放
在首位，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主题，以推进“自来水、柏油路、有
线电视和医疗卫生”进村为切入点，大力实施
各项“民心工程”，不断改善提高少数民族群
众的生活条件。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资金，
筹资2500万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设了省级标
准化中小学、幼儿园。财政资金积极向民族学
校倾斜，学校经费优先拨付，生活补贴足额落
实，师资力量优先配备。目前，少数民族适龄
儿童入学率、小学巩固率由2011年的92 . 6%、
90 . 5%提高到100%，初中巩固率由88 . 5%提高到
98%。

2015年3月，该县委托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以刘庙社区为基础编制了《阳信县刘庙伊斯
兰风情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致力于为少数
民族群众规划建设集生活居住、民俗风情旅游
等于一体的伊斯兰风情旅游小镇。

深耕基层惠民生

少有所教，让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是群
众的期盼。

走进河流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
的带领下，开心地做着趣味游戏，阵阵欢声笑
语在校园里回荡。阳信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
展，“十二五”期间，全县10处乡镇办均建立
了省级标准化中心幼儿园并全部投入使用；全
县中学“放心食堂”实现了全覆盖；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全面完成，全县中小学布局进一步
优化；5000余名学生享受到高质量的“平安校
车”服务……

“民生问题件件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特别
是‘一老一少’的生活保障和生活质量，最能
体现出社会的幸福指数。”马福祥如是说。

这个冬天，阳信县洋湖乡“五保”老人张
维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告别住了6年的
乡镇敬老院，搬进了星级宾馆式的西部中心敬
老院。这里不仅早早就送上了暖气，还新发放
了全套的棉衣。已经75岁的他高兴地说：“饭
菜营养搭配，看病有医生到床前，健身有器

材，娱乐有场所，我们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地
养老了。”张维勤刚搬进来时还坐轮椅，由于
身体调理得好，一个月后拄着双拐就能在院内
游逛了。

西部中心敬老院是阳信县构建“31060”养
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即建设三处
大型县级养老服务机构。阳信县东、西部中心
敬老院总投资1 . 2亿元，总设计床位1200张，重
点是对“五保”老人进行集约化供养。阳信县
县级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心是一家医养结合型的
养老机构，重点面向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
务。“10”即建设10处乡镇级养老服务中心。
对全县10个乡镇办的敬老院进行公建民营改
制，建设成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60”即
建设50处农村幸福院和10处城市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为城乡社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
老、社区互助养老服务。

阳信县拨响民生“大算盘”，每年围绕就
业、医疗、教育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确
定“十件实事”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着力解决
群众所急、所想、所盼的10大类民生工程，七
成财力用于改善民生。

2012年7月30日，全面启动“先诊疗、后付
费”制度。

2013至2014年间，新建150处标准化卫生室
并陆续投入使用。

自2014年7月1日起，乡镇卫生院住院“起
付线以上全报销”制度全面推行。

自2013年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
以来，全县累计投资约10亿元，硬化完成770个
村、建设里程1967 . 8公里。同时，全力推进“乡
村文明行动城乡环卫一体化集中活动月”活
动，共动用机械7 . 5万台次，出动人工28万人
次，清理存量垃圾15万吨、三大堆15 . 8万处，10
个乡镇办驻地、所有路域和水域的存量垃圾全
部清理完成，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以最短的
时间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收运处体系正常运
转。

今年，在全省开展的乡村文明行动城乡环
卫一体化农村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中，阳信县
得分9 . 81分，在全省132个县区中位列第9名，居
滨州市首位。

……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县城镇新增

就业2 . 12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6 . 45万人；开工
建设公租房3666套，棚户区改造3500余户；农村
五保集中供养、分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
每年5600元、3600元，城市低保、农村低保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440元、240元；2014年全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10595元，比2010年增加4290
元……

小财政大民生，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京津冀鲁“后花园”

以国家级休闲农业示范点、伊斯兰风情小
镇、10万亩梨园、万亩生态林场和青坡洼湿地
为依托，加快建设休闲旅游风景区，全力打造
京津冀鲁等地大中城市的“后花园”。

鸭梨之乡属阳信，阳信鸭梨美名扬。阳春
四月，朵朵梨花竞相绽放，一团团、一簇簇，
玉树琼枝，如云似雪，花香扑鼻，令人流连。
自1990年至今，阳信已成功举办26届梨花会，
开发有仙女授梨、观花台、万祥碑等10余处旅
游景点的万亩梨园风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数万人次。“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自2011年以来，驰名中外的阳信鸭梨发
祥地和集中产区——— 金阳街道办事处在4年时间
内赢得4个“国字号”荣誉。

作为全县首个国家级旅游景区，水落坡民
俗文化产业园建成于2010年2月，并于2013年12
月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我们以全国
首个中国收藏文化名镇为招牌，积极打造‘古
韵之乡、收藏名镇’。”水落坡镇党委书记张
新国说，为打造民俗文化特色镇，做大做强收
藏文化产业，水落坡镇党委政府坚持高起点规
划建设民俗文化产业园，规划了一条贯穿园区
东西，能体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盘古大道，建
筑风格以秦汉、唐宋、明清和现代新中式为特
色。目前，园区发展框架已初步拉开，盘古大
道、鼓楼大街、钟楼大街已竣工通车，钟楼和
鼓楼正在加紧建设中。

发展至今，民俗文化产业园区现有过千万
元企业8家，入驻商户300余家，待园区全部建
成后，将成为鲁北地区最大的集古典家具、古
玩收集、整理、观赏、展销、仿古家具制作、
民俗文化研究为一体的大型民俗文化综合性园
区。

2014年5月，水落坡镇被评为全国首家“中
国收藏文化名镇”。在发展收藏文化产业的同
时，水落坡镇积极争创知名品牌，树立园区形
象，成功打造了收藏文化与生态旅游两张靓丽
名片。先后荣获“中国古典家具之乡”、“中
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国家3A级旅游
景区”、“山东省旅游强乡镇”、“山东省最
佳休闲乡镇”、“山东省生态乡镇”、“山东
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山东省特色专业市
场”、“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称
号。“十二五”期间，水落坡镇已连续举办了
五届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四届藏品文化博
览会、两届古玩赶大集、一届古玩淘宝会、专
家民间鉴宝等大型活动。

今年10月1日，阳信县水落坡镇“2015中
国——— 黄河三角洲第四届古典家具博览会暨水
落坡民俗文化旅游周”隆重开幕。据统计，仅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水落坡民俗文化旅游景区
共接待旅游团队156个，自驾游车队3800余辆，
接待游客共计3万余人次。

厚积薄发 梨乡腾飞
——— —— 阳信县“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回眸

县公共供热中心 民俗文化产业园一角

龙福环能——— 全球唯一拥有再生涤纶纺织品完整产业链企业 环泰电子生产车间

鸿安集团———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肉牛屠宰加工生产线 尽享万亩梨园“采摘乐”

免费送戏下乡平安校车全覆盖

九龙湖景区鸟瞰新城区“两湖两桥”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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