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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

“全域融合”的关键点

道路交通融合是最直接的融合。沂源县围
绕增强道路交通基础承载力，主动对接淄博市
“立体多元化、全域现代化”大交通新格局，
做好旅游道路和城乡路网建设的结合，铺开旅
游大通道和支路网化建设，打造展现沂源风貌
的道路景观。计划3年投资30亿元，实施道路升
级改造项目，把省道、县乡道、村道全部改造
一遍，策划构建“两高两铁十字交叉、五纵五
横中心辐射”的路网格局。

该县全力配合做好沾临高速沂源段建设工
作，做好济莱泰城际铁路延伸至沂源的协调争
取工作，协调将S236博沂路、S234张台路沂源
段由两车道改造为四车道，争取将省道薛馆路
提升为国道胶海线，将5条87公里县道升级为省
道，争取将6条84 . 6公里县乡道列入国防公路项
目，并进行改建。实施省道沂邳线改建、24条
305公里县乡道、370公里农村公路网化、45座农
村公路危桥改造等工程。同时，沂源县正加快
编制县域公交规划，进一步调整优化县域公交
线路，积极稳妥推进公交客运集约化改革，全
力融入淄博市大公交体系。

城市建设

“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

沂源按照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建设要求，
全面启动“多规合一”、新一版总体规划修编
以及控规、城市设计等编制工作，积极与淄博
市规划布局融合。突出“山水花园城市”定
位，完善旅游城市元素，按照I型小城市标准，

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确保与市规划确定的
县域边界、产业园区和发展定位紧密衔接。

围绕增强基础承载力，统筹推进“四改四
建”。确定改造城中村25个、园区村11个、老
旧小区65万平方米、背街小巷14条。计划3年建
设便民市场18处、2年新建城市垃圾中转站6
处，并新上垃圾发电项目；今年完成9条城区道
路和城区公交车站建设。加快天然气、污水管
网建设，扩大覆盖面。为解决居民区、企业集
中供热供汽缺口，启动了新热源规划建设。推
进城市绿化、美化、亮化，实施水上乐园、水
景公园改造提升工程，新建“拇指公园”20
处；推进城区立体绿化，完成7条道路绿化改
造，完善旅游服务设施，让城市成为全域旅游
的重要载体。

绿水青山

精心打造济南、淄博的“后花园”

2016年，沂源全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270
天，优良率74 . 2%，沂河韩旺出境断面水质稳定
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经常处在二类标
准，环境质量保持淄博市第一，为全省最优。

生态是沂源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资本、最大
的竞争力。该县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围绕“高
山林海、生态沂源”的目标定位，加快推进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严控增量，严格落实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杜绝出
现新的污染源；减少存量，加快完成1042项治理
任务。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严抓严
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坚决保护好、建设
好、发展好沂源的绿水青山，打造山东生态高
地，建好济南、淄博“后花园”。

尤其是该县立足优质丰富的水资源优势，
着力做活“水”的文章。启动了全域生态水
系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切实保护好、管理好
沂源的水资源，让水最大限度地留在沂源、
涵养生态，打造“齐鲁水塔、海绵沂源”。
同时，开发好、利用好水资源，充分发挥经
济效益。特别是开发好矿泉水资源，擦亮
“中国矿泉水之乡”品牌，引进实施了总投
资1 . 3亿元的山东地矿3 0万吨矿泉水开发项
目，一期5万吨项目年底投产达效。投资10 . 6
亿元，铺开了84 . 7公里沂河综合整治、25公里
儒林河生态景观、211公里全国中小河流治理
重点县等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沂源积极做好生态修复工作。实施山水林田
湖生态红线保护工程，推进矿山复垦和生态治
理，加快恢复区域生态功能；实施大规模荒山绿
化工程，高标准推进镇村周边、景区景点、道路
沿线绿化美化，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计划年内造林7 . 5万亩，已完成3万亩，力争到
2021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2%以上。

全域旅游

打造一流休闲养生度假目的地

沂源具备丰富独特的山、水、林、果、文
化等资源，他们按照淄博市打造国内知名旅游
目的地城市的要求，积极融入全市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大局，着力打造“南部山林生态精品线
路”，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国
内一流的休闲度假目的地，为淄博市民、外地
游客提供休闲养生、放松心情、呼吸新鲜空气
的好去处。

该县坚持规划先行，聘请浙江大学编制了
《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展开了《沂河生态景
观规划》《全域旅游交通网络规划》等12个专
项规划编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沂源深化
与中建国际投资公司合作，铺开了总投资21亿
元的重点工程项目包建设，利用两年时间，完
成旅游道路、生态水系、游客集散中心等项
目，全面提升硬件设施。突出软环境建设，发
挥“旅游+”功能，策划一批自然生态、红色旅
游、乡村旅游等主题旅游；继续开展七夕情侣
节、“沂源红”苹果文化节等节事活动，叫响
“牛郎织女·情定沂源”旅游品牌。

在精品景点打造方面，沂源以总投资67亿
元“5+4”文化旅游重点工程为带动，深入挖
掘爱情文化、生命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
化内涵，加快实施鲁山、鲁山溶洞群、天
湖、东少林、牛郎织女等重点景区建设，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着力提升洋三峪、双马
山、双泉、鲁山神农药谷等乡村旅游示范点
建设水平和吸引力，已累计完成投资29 . 3亿
元。同时，启动了总投资27亿元的第二批20个
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按景区理念打造一
批特色小镇。加快建设南鲁山、鲁村、燕
崖、东里4个特色小镇，陆续铺开其它特色小
镇建设，促进生产、生活、生态与旅游深度
融合。对东里镇东安村等25个古村落进行改造
提升，并新发展一批旅游特色村，发掘一批
有故事性、观赏性的小微景点，为游客提供
看山、望水、忆乡愁的美丽乡村。

沂源还积极与淄博市交通运输等部门协
调，开通沂源旅游专线，加强与周边区县、大
旅行社对接，针对不同人群，科学策划沂源一
日二日游、自驾游精品线路。

园区融合

增强工业活力的必由之路

该县把沂源经济开发区作为工业强县建设的

主阵地，突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和项目建设，打
造招商引资、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集中打造6个百亿级产业园 (基地 )。围绕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集中建设以生物制药为
主的瑞阳产业园，以医药包装为主的药玻产
业园，以节能环保材料为主的鲁阳产业园，
以新能源为主的科赛集团和中新济众产业
园，以HPV疫苗为主的疫苗产业生产基地，
以引进新产品、新技术为主的医药健康产业
孵化基地，总占地面积6000亩，计划总投资
300亿元，全部达产后，园区工业总产值将达
到1000亿元以上。

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与中国水电三
局、中新济众公司，签订了总投资38亿元的园
区基础设施共建协议，计划2年实现园区“七通
一平”。投资5 . 7亿元，实施14条24 . 6公里的园
区道路建设，年底全部建成通车。计划投资4 . 5
亿元，实施“供气、供热、供汽、供电”四联
供项目，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按医药健康、新材料
等主导产业发展定位，着力转化传统产业技术
改造，统筹推进各产业精准转调；加快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积极开展重大项目研
究，已筛选13个项目列入淄博市对上争取项
目。强化项目带动，实施淄博市工业重点技改
项目34个，概算总投资52 . 8亿元，年度投资31 . 1
亿元，31个项目已开工，已完成年度投资的
33 . 4%；年内力争医药健康、新材料产业产值突
破300亿元。

深化与高新区的战略合作。积极融入“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淄博园)”，促进双方在产学研
联合、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吸引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项目入驻沂源。

优化企业管理服务。扎实开展“企业精细
化管理年”活动，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年
内培育管理标杆企业3—5家；实施企业家素质
提升工程，抓好企业战略管理培训，打造优秀
企业家、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放大资本市场“沂源现象”。加快企业规
范化公司制改革，年内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改制。加强上市后备资源培育，力争年内20
家企业在“新三板”和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发挥6家上市企业在融资、人才、研发、
产品、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引导
上市企业二次创业，借力资本市场推进并购
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企业规模膨胀。

绿色农业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沂源探索”

沂源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率高，水
质好，是北方地区最佳果品生产区域，是全国
果品生产百强县、全国现代苹果产业十强县。
沂源围绕促进农业和旅游业深度融合，深入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推进标准化生产、一二三产
融合，加快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真正实现“种
得好、销路畅、收益高”。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现“种得
好”。坚持绿色发展、质量兴农，以创建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级出口水果质量
安全示范区为抓手，制定完善生产标准、技
术规程，扎实推进“两减一增”，全域建设
绿色生态农产品基地。积极推进土地流转，
实行公司制管理、企业化运作，向规模要效
益、向质量要效益、向产业化经营要效益；
计划年内流转土地1万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100家，市级以上标准化生产基地达到30
处，已建成高标准的中以现代果业科技示范
园等12处。

精准宣传推介、打造特色优势品牌，实现
“销路畅”。突出农超对接，积极协调省市相
关部门、各大超市，为沂源农产品开辟绿色通

道，优先为市区、省会居民提供绿色安全农产
品。依托“互联网+农业”公共服务平台，抓好
齐鲁农产品交易中心、源中商务大厦电子双创
中心运营，线上线下同步交易，在国内外打响
沂源农产品品牌。

大力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实现“收益
高”。结合全域旅游，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
合，将农业生产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融为
一体，打造一批赏花游、采摘游、观光、民俗
体验精品线路，实现农旅有机结合。

民生福祉

革命老区的最红底色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沂源
县把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增进百姓福祉，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乡居民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

该县坚持把精准扶贫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积极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2016年，140
个贫困村基本达到了“五通十有”，实现了80
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脱贫摘帽和15516户、26673
名贫困群众脱贫。今年围绕巩固扩大脱贫成
果，抢抓全省加快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开发建
设重大机遇，继续深入实施产业、金融、社
会、行业扶贫工程，启动扶贫车间建设、孝善
养老扶贫工程，保障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积极支持做好市县派“第一书记”帮包贫困村
工作，深化结对帮扶；落实教育、医疗、住房
三项保障举措，努力构建“产业培育、金融支
持、动态调整、行业协作、长效帮扶、社会参
与”6项长效机制，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

围绕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该县投资3 . 9亿
元，实施了1400套保障性住房项目；计划投资
8 . 7亿元，实施振华实验学校、鲁阳小学新建、
沂源二中教学综合楼、农村学校校舍及运动场
地改造提升等重点工程，已完成投资3亿元；超
前优化城区教育资源，积极应对全面两孩政
策，加快幼儿园建设；计划投资8 . 4亿元，实施
县人民医院新院、县中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
悦庄中心卫生院等重点项目，全面提高医疗卫
生事业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5月的沂源，天蓝水净，满山碧透，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
25个市重大项目，108个县重大项目，总投资369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53亿元……一组2017年市县重大项目数据，直观反映
出该县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蓬勃劲头。在淄博市“四
位一体、组群统筹、全域融合”的城市发展思路中，沂源被列为
“全域融合”发展县，这为该县加快融入淄博主城区、省会城市
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接受辐射带动，带来了新机遇，进一步激
发了该县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沂源县紧紧围绕淄博市“一个定位、三个着力”的总体思
路，牢牢抓住“全域融合”的发展机遇，积极对接、主动融入，
加快推进与整个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在道路交通、城市规划建
设、产业布局、生态体系建设、民生社会事业等方面的互联互
通。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以全域旅游为统领，以
融合发展为带动，着力探索“旅游+”发展模式，加快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统筹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争先进位、走向前列，走特色
之路，创沂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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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舞”起来

沂源经济开发区

“沂源红”苹果采摘醉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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