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湖五河”

汇成“中国江北水乡”

金济河金珠大桥东广场，周松带着孩子在河边的游乐
场玩耍，妻子在广场上跳舞。36岁的周松在河边长大，见
证了其由臭水沟到风景区的嬗变。如今河里的水和他小时
候一样清了，一家人喜欢来绿意盎然的河边玩。他不知
道，为这惬意的亲水格局，金乡投入了18亿元。

全县24条河流，，有着天然的“四河绕城，，一河中穿”
格局，，但多年以前，金乡并不愿意把这块“金”往自己脸
上贴。因为城市规划区内5条河流河道淤积，污水横流、
恶臭刺鼻，大自然赋予金乡的秀美内涵反而成了摆在金乡
面前的一道难题。

面对自然赋予的资源，金乡不忍再熟视无睹、恣意浪
费，经过几番深入思考、反复论证研究，本着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的理念，河道治理列入金乡重点工作，“生态水
城”成为金乡城市发展的定位。

为保证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在县级财政收入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金乡县坚持高起点规划，先后重金聘请
多家国内外知名规划设计机构，为金乡水生态建设规划
“操刀”，使之紧扣“诚信蒜都、生态水城”的定位，又
紧密结合金乡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和河流穿城而过的独特
自然存在，真正体现金乡“城水相依、水城一体”的水乡
风貌。

2011年，金乡县聚焦滨河生态保护，打造自然优美景
观，相继投入18亿元，突出“治水、扩湖、增绿、融文”
4篇文章，启动了“九湖五河十八湾”生态水系治理工
程。由此，，金济河、金马河、莱河等“龙须沟”变成景观
河，，金水湖、金平湖、千寿湖等湿地湖泊鸟飞鱼跃，，“九
湖五河十八湾”生态湿地景区已经成为群众的“后花
园”、城市环境的“净化器”、金乡可持续发展的“代表
作”。从污水遍地到生态水城，金乡百姓深有体会，“原
来是哪里有水哪里脏，现在是哪里有水哪里靓”。

在打造城区“九湖五河十八湾”的基础上，金乡县又
把水生态治理从县城拓展到全县域。结合河道疏浚、城镇
改造、村庄治理，在全县域规划建设108个湖泊，开展
“百湖之乡”建设，将形成湖泊星罗棋布、水系蓝绿交织
的水生态格局，实现“河湖相连、城水相依、田水相生、
林水相映、人水相亲”的“江北水乡”新目标。

一头大蒜

架起乡村振兴强支点

8月12日，金乡县一亩方田商贸有限公司的大蒜加工
车间里，大蒜分拣机不停地转动，企业负责人李文彬和工
人正忙着将大蒜打包、贴单、发货……2016年，刚大学毕
业的李文彬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
通过电商把村里的大蒜销往全国各地。经过三年发展，不
断增长的订单量让李文彬尝到了网络经济的甜头。网络经
济让更多的蒜农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近些年，金乡县
大蒜网络零售额均超过10亿元，已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的网
红产品。

线上红火，线下金乡大蒜业已乘风远航。今年4月9
日，“金乡大蒜号”国际集装箱冷链班列在济宁西站首
发，实现了大蒜出口路铁联运、铁海联运的无缝对接。班

列的开通，对巩固“金乡大蒜”国际市场霸主地位，促进
大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金乡县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立足大蒜产业优
势，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对外贸易主体。目前，全县现有
外贸企业500余家，国家和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5
家、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4家，2018年大蒜及其制品
出口额达15 . 7亿元。

金乡大蒜内红外香来源于优秀的品质。围绕国家级现
代农业示范区创建，金乡县建立完善了一整套从种植、收
获到销售、加工的操作规程，建立全程技术标准体系，金
乡大蒜生产标准被列为国家标准。去年，金乡在国家现代
农业(大蒜)产业园内，又进一步加严种植标准，建设了
7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并启动建设产品检测中心，提升
大蒜质量检测水平。

一头大蒜支撑起金乡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金乡县实
施“农工科贸一体化”发展战略，把农业“新六产”作为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培植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工农联动、城乡一体、高
端突破、集成发展的新路子。如今，标准化种植带动全县
三品一标种植面积达42万亩；农产品向高端精深迈进，研
制开发出黑蒜制品、硒蒜胶囊、大蒜多糖等9大系列105个
深加工产品；推进产学研合作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实施蒜
片加工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等科研项目31项，农业科技贡献
率达68%；鑫诺、宏大、京信合作社被认定为市农业“新
六产”示范创建点，凯盛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被评为省农业
“新六产”示范主体……

三大园区

挺起县域经济脊梁

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一条架在半空中、足有4层
楼高的管道格外引人注目。新材料产业园区规划面积27平
方公里，仅地上管道就规划了28公里。金乡不惜以每公里
1700万元的成本高架排污管道，只为保证安全环保，发展
绿色循环经济。园区建立之初，金乡县就借鉴世界级化工
区建设经验，采用产品项目、公用辅助、物流传输、环境
保护、管理服务“五个一体化”开发理念，实施高标准规
划建设，延伸出煤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和生物医
药四大主导产业链条。截至目前，新材料产业园区总投资
超过500亿元，其中央企和世界500强企业4家、上市公司10
家、高新技术企业18家，国家863计划项目4家。

金乡大蒜名冠全球，金乡“农业大县”的烙印牢固而
深刻。曾几何时，金乡工业主要指标均在济宁市末位徘
徊，整体经济也因此一蹶不振。

路在何方？“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大手笔建设
工业园区，使之成为工业强县的主战场、招商引资的主
平台、产业集群的主阵地。金乡县坚持把工业园区建设
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平台，先后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了经济开发区和食
品园区、新材料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三大园区配套
基础设施已经完善，实现了“招来一客商，引来一大
群”的“磁场效应”，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
擎和主要增长极。

和新材料产业园区一样，金乡经济开发区、济宁食品
园区两大工业园区也在加快构建绿色循环工业经济链条。
济宁食品园区突出大蒜、辣椒、烘焙休闲、生物技术等重
点产业。金乡经济开发区则瞄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

高耗能企业淘汰、转轨和升级，三个生态工业园区聚集了
全县70%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销售收入占到全县的90%
以上，在生产、创新、环保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规模
效益。

紧跟新旧动能转换步伐，金乡两大省级园区纳入全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新材料产业园区高分通过
首批省级认定，连续5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二十强，入选全
国首批智慧化工园区，食品园区获评“食安山东”食品生产
加工示范基地。围绕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金乡县建立了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储备项目85个，总投资579 . 8亿元。
2018年，金乡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 .5%。

“五大高地”

筑起民生“金碑”

今年5月，济宁教育满意度测评出炉，金乡位列全市
第一，彰显了当地教育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效。2018年，，金
乡教育发展实现新跨越，，多项工作走在了全市、乃至全省
前列。

民生改善的前提是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2018年，金
乡县坚持共建共享、均衡普惠，民生支出31 . 4亿元，占全
县财政支出的82%。今年上半年，金乡县民生相关支出达
到16 . 1亿元，同比增长8 . 7%，占支出的比重达到82 . 7%。
金乡县紧紧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反映最强
烈的民生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确保让发展成果充
分体现在民生改善上。

“办好为民实事，共享发展成果。”历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关注民生无不是重要内容。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大力实施以“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良医、
老有颐养、住有宜居”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工程，切实办好
民生实事。2013年又提出：“以造福百姓增进和谐为宗
旨，强力突破民生事业”的任务目标，把关注民生、保障
民生、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认真解决与群众息
息相关的实际问题。2014年提出：“坚持群众至上、民生
第一理念，围绕民生‘五大高地’打造、‘五大保障’托
底，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民生领域。”2015年提出：“把
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抓15条
工作线，常态化开展‘创满’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
感、满意度。”2016年提出：“牢固树立群众至上、民生
优先理念，倾力为民谋福祉、办实事、解民忧，全面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自豪感、满意度。”2017年提出：“以群
众需求和满意为导向，坚持共建共享，打造五大高地，让
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县群众，让民生福祉更加看得见、
摸得着。”2018年提出：“聚焦攻坚民生福祉提标，加快
构筑五大民生新高地。”2019年又提出：“聚焦民生高地
打造攻坚年，更高标准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把增进群众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金
乡县围绕打造教育、医疗、创业、养老、治安五大“民生
高地”，强化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教育教学条件、
质量同步提升，社会保障层次、水平显著增强，各类文化
事业蓬勃发展。综合治理、信访稳定、平安金乡建设深入
推进，社会环境焕然一新，社会治安根本扭转，群众的安
全感、满意度持续位居全市前列。金乡先后被评为全国首
批民生改善典范县、全国社区网格化信息化管理工作试点
县、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地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
全市首家“山东省长寿之乡”，在群众心里筑起了一座爱
民利民惠民的“金碑”。

九九湖湖五五河河美美环环境境 一一头头大大蒜蒜助助振振兴兴 三三大大园园区区兴兴产产业业 五五大大高高地地惠惠民民生生

高高质质发发展展看看金金乡乡

□王伟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文明先
进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一张张闪耀的金字招牌让金乡
这个千年古县焕发新的活力和光彩。工业园区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越来越实；从混沌小城到
“中国江北水乡”，城乡面貌在一体发展中巨变突破；大蒜产

业全产业链格局折射出蒜乡大地高层次振兴乡村的壮阔图景，
民生民计在均衡普惠中全面改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英雄王
杰的故里已化茧成蝶。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金乡县突出高质发展、动能转换、改
革创新“三条主线”，聚焦新兴产业显效、重大项目突破、城
乡文明升级、发展动能激活、民生高地打造“五大攻坚年”活
动，在美丽富裕幸福新金乡建设中迈出更大步伐，构筑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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