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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古九州，魅力新兖州。
在被誉为孔孟之乡的鲁西南，济宁市兖州

区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泗河之畔，因古老
而厚重，因年轻而激扬……

说她古老，是因其作为古九州之一，文化
底蕴深厚、源远流长。4000多年前，大禹在此
治水；建于北魏时期的金口坝，被称为“江北
小都江堰”；明朝时的鲁王府、隋朝的兴隆
塔，凝聚着兖州人的智慧；古老的青莲阁，誉
满天下的“天下第一剑”，佛教文化、李杜文
化、大禹文化交相辉映……

说她年轻，是因其建区只有3年多历史，正
跳动着强劲的发展脉搏，焕发着勃勃生机……
作为鲁西南重要的经济中心，经历30多年的工
业积累，已经形成了造纸包装、橡胶轮胎、机
械制造、食品加工、精细化工五大主导产业，
全面启动建设了精细化工业园、多式物流园等
六大特色园区，华勤集团、太阳纸业主营销售
收入分别突破400亿元，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一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2016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58 . 76亿元，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47 . 46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
达到33125元、15049元，是全省30强县市和全国
百强区，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百强区第70位，经
济发展活力四射。

未来五年，兖州锁定“一个率先、四个全
面提升”的奋斗目标，坚持工业强区、创新驱
动、城乡统筹、绿色发展不动摇，着力保障改善
民生，向着“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
美丽幸福和谐新兖州”宏伟蓝图加速前进！

历史资源

汇聚发展新能量

地处鲁西南平原的兖州，东仰“三孔”，
北瞻泰山，南望微山湖，西望水泊梁山，古老
延绵的泗河蜿蜒纵跨东部境内，是中国古九州
之一。现有6镇4个街道办事处，面积535平方公
里，人口54 . 9万。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4000
多年的历史已经赋予了兖州很多财富。公元前
21世纪，夏禹划天下为九州，兖州为其一；两
千多年前，孔子、孟子、曾子等在此讲学；曹
操在这里演兵布阵，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画圣吴道子，在这里泼墨丹青；诗仙李白、诗
圣杜甫在这里“双曜相聚”。和圣柳下惠，曲
艺鼻祖、鼓书泰斗贾凫西，一代清官牛运震等
历史名流先哲的故事也传于口碑，记入文史。
隋、唐、宋、明、清诸朝，兖州皆为佛教兴盛
之地。2008年9月，兴隆塔地宫出土了一批极其
珍贵的文物和佛教圣物，其中宋代石函、银鎏
金舍利棺、舍利金瓶等国宝文物的面世，成为
轰动海内外的重大考古发现。

充盈着诸多人文历史又青春勃发的兖州，
不仅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鲁西南最大的物资
集散地和货运中转站，素有“九省通衢，齐鲁
咽喉”之称。京沪、兖石铁路在这里交会，是
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兖州火车站是全国一等
货运站，有16股铁路专用线，年货物吞吐量达
1000万吨；京福、京沪、日兰高速在附近通
联，327国道等9条省国道在境内交织成网，公
路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距京沪高铁曲阜
站仅有40分钟的路程，距济宁曲阜机场50公
里，距京杭大运河济宁段30公里。

而除了上述区位优势，兖州更是一座煤炭
储量、地下水储量丰富的“资源大市”，是国
家重要煤炭基地，煤田储量200多亿吨，年开采
量2000多万吨，坐落在兖州境内的兴隆庄煤矿
是全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矿井。地下水储量
约20亿立方米，是山东省三大丰水区中唯一尚
未大量利用的地区。铁矿石资源丰富，在颜店
矿区探明的铁矿石资源量达到6 . 22亿吨。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城市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兖州抓住用好都市区融合发展机遇，
加快形成立体化大交通格局。成功争取鲁南高
铁在兖州设立站点，济宁民用机场获批在漕河
镇建设，实施济宁北环东延兖州段、北护城河路
东延等工程，西铺路北延、汽车站迁建、泗河东
外环等列入济宁市规划布局，兖州“陆、铁、
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逐步形成，作为“济兖邹曲
嘉”都市区交通枢纽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工业转型

助推经济提质增效

煤炭产业占比从2015年的30%压缩到2016年
的14%左右，资源型产业不再是依赖；华勤集
团、太阳纸业主营销售收入分别突破400亿元，
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税收占比由
2015年的25 . 6%提高到35 . 8%，“置入”创新驱动
的中小企业焕发更大的生机和活力。在刚刚过
去的2016年，兖州经济主要指标仍保持着较高
的增长率，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省、市
平均水平，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兖州既是资源型城市，又是传统的工业城
市。面对经济下行和煤炭效益下滑的双重压力，

兖州区着力摆脱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全力加快转
方式调结构步伐，再造兖州发展新优势。

在兖州工业园区内，天成万丰精细化工园
区投资16亿元的一期工程正式投产运营，其中
该企业的AKD造纸助剂产品市场份额已经牢牢
占据世界“头把交椅”，而环氧氯丙烷等系列
化工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仅仅是去年兖州精准发力重大项目的一
个缩影。去年分三批集中开工了15个大项目，
累计新开工过亿元项目71个，目前在建过亿元
项目138个，其中过10亿的16个。润美生物保健
品生产基地、金益菌高含量生物制剂、天成万
丰精细化工产业园等9个项目建成投产，联诚集
团大马力拖拉机、金德现代物流园等36个项目
快速推进。

精准发力，贵在“精”，难在“准”。在
经济下行压力下，兖州区认真研究把握国内宏
观经济走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去产能释放
发展空间。去年上半年该区共关停高污染、高
耗能企业或项目65个，压减粗钢40万吨，压减
淘汰76万吨煤焦炭，煤炭产业产值占比从30%多
下降到14%左右，淘汰落后产能取得有效进展。

植入科技创新“基因”，大大提升了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兖州出台政策引导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共
建研发机构，全区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45家，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提高到1 . 93%。去年前三季度，实现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358 . 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29 . 4%。

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兖州区引导传统
行业加快技术改造，实施了一批重大技术改造

项目，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力。截
至目前，全区工业及技改项目已完工31个，在
建44个，永华机械超强混凝土新材料铸件、联
诚集团智能化大马力拖拉机、百盛生物年产
1000吨D核糖等一批技改项目正在紧张建设施
工，去年完成技改投资84亿元。通过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升级正在全面铺开，助力经济内
部动力的转换。

山东永华机械打破欧美数控机床垄断、科
大鼎新金属键合丝系列产品拥有国际最先进的
技术、百盛生物聚-3-羟基丙酸酯产业化项目填
补国内空白……在兖州，一大批战略新兴产业
迅速崛起，正在成为兖州经济新的增长极。

兖州紧紧抓住建设鲁西南战略高地和济宁
信息产业化基地的机遇，围绕新材料、新医
药、新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一方面
引导有实力的企业转型升级，新上项目，另一
方面，全面启动了医药产业园、精细化工园、
多式联运物流园等六大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招
引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培植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农机产业被列入全省重点产业集群。电子
信息产业园规划通过专家评审论证，全区信息
产业企业发展到18家，去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35%以上。

文旅融合

突破发展步入“提升期”

文化兖州，厚重绚烂。
从“新的经济增长点”到“新的增长动

能”，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正

被作为“文化兖州”的重要内容，突出特色、
打响品牌、强力突破。兴隆文化园全面开园，
泗河综合开发项目复堤建设，帕兰王国生态主
题公园完成规划……一大批重点文化项目落户
建设，也标志着兖州从资源型城市向文化旅游
的绿色转型正在迈出坚实的步伐。

从“黑色印象”转向“绿色主题”，兖州
打破城市发展瓶颈，充分挖掘和开发利用丰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以硬举措提升软实力，实施
航母牵动型发展模式，建设兴隆文化园，聚合
人气、提升魅力，大力开发乡村游、工业游、
休闲游，并带动公共文化产品全区覆盖，以文
化人、文化惠民，以常态化的文化服务助力文
化兖州。

作为古九州之一，兖州文化底蕴深厚、源
远流长，抓住2008年在兴隆塔地宫出土一批国
家级文物和佛教圣物的机遇，兖州规划建设了
现代佛文化旅游景区兴隆文化园，并与中国实
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联合推出了大型文化旅游
演艺项目《菩提东行》，助推兖州城市转型、
产业升级。目前，东区、西区全面开园，累计
接待国内外游客70余万人次。

抓住兴隆文化园全面开园机遇，整合优势
资源和力量，借助鲁南客专、济宁新机场布局
的区位优势，兖州区把文化旅游业作为城市转
型的重要引擎，着力构建“一带一网”旅游发
展新格局。全力抓好兴隆文化园的总体运营，
完善园区运营体制和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旅游集散中心，争创4A级景区；积极对接泰
山、曲阜等周边知名旅游产品，全面融入“儒
释道”黄金旅游线路。探索PPP综合融资模
式，加快推进泗河综合开发、兴隆庄采煤塌陷

地治理即帕兰王国生态主题公园等重点项目，
打造东部文化生态旅游带。

穿行于小孟镇苏户村的街巷中，青瓦白墙
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具有400多年历史的苏祠
守护在苏湖边，这里是村里两千多苏氏后人的
精神家园。面积不大、清水浅浅的苏湖里承载
了几代人的乡愁与记忆。路边古老的石碾依然
发挥着她最朴实的作用，石磨、古井、凉亭一
个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物件，已经成了历史，但
也留在了人们的回忆里。

文化内涵，让美丽乡村内外兼修。在颜店
镇，以和圣文化为源泉，建设了滋阳山国际农
业文化产业园；在大安镇官庄片区，围绕孔府
佃户村的历史，发掘各种草席编织艺术，发展
席编产业，富民强村；在漕河镇，围绕长条井
改造引导群众忆苦思甜，弘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在新驿镇，发掘驿站文化、
顿丘文化，加大对顿丘城遗址、新驿遗址等文
物的保护力度，深度挖掘整理花棍舞等传统剧
目，传承文脉。通过文化发掘和培育，提高群
众文化素养，提升乡风文明。

以推进特色培育为重点，兖州区持续开展
文化产业培育活动，开展“一镇一品”文化旅
游产业创建活动，在每个镇街重点培育和推出
一个特色产业品牌或一个知名文化行业，以文
化旅游大项目为抓手，唱响文化产业“转型
曲”。初步形成了以兴隆文化园为龙头，文化
旅游、文化用纸、演艺娱乐、工艺品制作、印
刷包装等多业共同发展的综合型文化产业结
构。目前除兴隆文化园、滋阳山国际农业文化
产业园等一批高、大、强文化产业项目外，太
阳纸业集团文化用纸生产、《菩提东行》实景
演出、海林印铁制罐、道勤五谷画、徐公砚等
一批产业项目初具规模，文化产业产值近100亿
元，文化产业正充分发挥经济支持作用，积极
推进城市转型。

民生为本

筑就幸福之路

“环城公交开通了！”“村里用上了天然
气！”“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了！”……新年初
始，盘点兖州的民生之路，财政预算用于民生
的支出占比由2 0 1 1年5 3 . 2%提高到了去年的
83 . 5%，近五年来民生事业的支出累计达到164 . 5
亿元，群众得到实惠越来越多，民生保障构筑
起幸福之路。

兖州坚持发展为民、民生优先，坚持不懈
调整支出结构，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区财政预
算内用于民生的资金投入一年比一年大，增幅
一年比一年高。2016年全区财政用于民生的支
出42 . 25亿元，占预算总支出的83 . 5%，民生正成
为兖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最终归宿。

在去年兖州为民所办的十件实事中，第
一件就是实施教育均衡发展工程。为切实解
决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去年薛庙小学、东御
桥小学百子堂校区扩建项目已投入使用，十
五中韩楼校区等项目已开工建设。2012年以
来，累计投入6 . 63亿元，实施了中小学校舍安
全等工程，城乡义务教育学校面貌焕然一
新，在全市首批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评估验收。

从2012年开始，连续五年提高了城乡基础
养老金标准和低保救助标准，社会保障体系日
臻完善。全区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达到113万人次，社会保险综合覆盖
率达到96%，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全区2万多
名企业退休人员全部纳入社会化管理。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达到105元，高于省定标准。城市
低保由每人每月320元提高到540元，农村低保
由每人每月141 . 7元提高到335元，城乡低保标准
及补差水平均居济宁市前列，近五年来共发放
城乡低保金2 . 14亿元。继续列支1000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困难群众大病救助，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现象得到有效解决，被确定为“全国重特
大疾病救助示范市”。发放社保卡30多万张，
推行社保卡看病、购药“一卡通”服务，城乡
居民看病就医更加方便。

就业是民生之本，去年全区新增就业创业
人员近6000人，城镇参加养老保险的新增就业
人数约4500人，培训创业人员近1000人。建成了
特丽洁等13处帮扶基地、永华机械等14处见习
基地，人力资源市场提供就业岗位2 . 6万人，培
训求职人员近5000人，促进就业创业超过3000
人。五年新增就业5 . 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3%以内。

针对贫困人群脱贫攻坚，兖州区财政列支
1000万元专项资金，制订出台“1+N”脱贫攻坚
实施方案，实行“1+1”结对帮扶，全区1791名
机关干部精准包保2811户贫困户，将所有贫困
对象纳入医保监管跟踪服务。集中开展产业、
金融、就业“三大脱贫攻坚行动”，制定出台
了金融助推脱贫的意见，筹资1000多万元实施
了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全区确定的280户光伏电
站全部建成，受益贫困人口544人，吸纳贫困人
员务工就业192人，完成138户建档立卡精准扶
贫户危房改造工作，为340名扶贫对象报销医疗
费346万多元。目前，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2811
户5969人全部实现了精准脱贫。

兖州在全省率先推出“医养结合”新模式

兴隆文化园西区灵光宝殿倒影

与济宁中心城区融合发展推动城镇化升级提档

泗河兴隆大桥 古城新貌

◆古九州之一

◆全省三十强县市和全国百强区

◆18家世界500强相继落户兖州

◆工业园区综合实力跃居省级开发区第4位

◆华勤、太阳稳居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企100强

◆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济宁新机场、鲁南高铁站在兖州布局，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文化底蕴深厚，孔子、孟子等曾在此讲学，李白、杜甫

“双曜相聚”

◆全省文化重点园区兴隆文化园开园运营

◆大型文化旅游演艺项目《菩提东行》填补夜间演艺空白

◆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

范县、全国文化先进区、省级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

兖州：一座古城的华美嬗变
兖州名片

2017年2月6日 星期一

电话:(0531)85196701 Email:dzad@dzwww.com

交通四通八达，区位优势明显 五征山拖年产5万台大马力拖拉机生产车间

小孟镇苏湖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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