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考勇 杨 静

“蔚蓝的天际云海无涯，红色的飞碟南
湖安家；这是雄伟壮丽的博物馆，承载着千
年古县不朽的神话；芦苇摇曳荡起徐徐清
波，高擎的塔吊筑起灯火万家……这里是最
美的人间仙境，我的家园我的骄傲我的牵
挂。”郓城县农民作家吕萍的诗句，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郓城县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变
化，在网上不胫而走。

郓城是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县。该县抢抓试点机遇，坚持“以人为本、
提高质量”的目标定位，把新型城镇化作为
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扭住“人、地、
钱”三个关键环节，创新机制，突破瓶颈，
蹚出了欠发达地区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路子。
5年来，城区规模由28平方公里扩大到近60平
方公里；城区人口由15万人增加到35万人；
绿地面积由600万平方米增加到1700多万平方
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分别达到50 . 1%和39 . 4%。

产城同创

五年吸引15万人进城

9月2日，在北京威顿(郓城)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年轻姑娘丛文迪正在认真地检查产
品。

戴着蓝色工作帽的丛文迪说：“我家是
潘渡镇农村的，在这里工作月工资3000多元，
公司给交“五险”。中午有免费午餐，夏天有空
调、冷饮。公司还有一项最大的福利，就是对
我们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提高我们的素质。在
这里干活有奔头，我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家附
近就有学校，以后孩子上学不用发愁，感觉日
子过得很来劲。”

在威顿，有2 0 0多名员工像丛文迪这
样，在企业务工，进城安家。在附近的好朋
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50多名农民工在这
里就业，不少人在城里买房。

“新型城镇化，说到底就是‘人’的城
镇化，没有人，城市就没有人气、没有活
力。”郓城县委书记刘文林说，郓城县是一个
典型的农业人口大县，城镇化起步较晚，城区

常住人口较少。为激发农民和外来人员进城
的积极性、主动性，郓城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与
省中等城市培育试点有机融合、强力推进，借
助20万郓城籍在外人员优势，扎实做好返乡
创业文章，着力发展“归雁经济”。五年来，新
增返乡创业人员注册实体4 . 3万家，累计完成
户籍迁入15万人。

围绕让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全
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了外来人口“落户无门
槛，迁入无障碍”。以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为
契机，按照“农民外出务工、供销社为农民打
工，当好农民的好管家”这一改革思路，加快
推进土地流转，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
时，加大对进城农民及务工人员的培训力度，
促进了农民及外来务工人员带“权”进城、带

“钱”进城、带“技”进城。
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有城市规模的扩

大，更要有产业的支撑和经济的繁荣，推动
产城同创。郓城县围绕让进城市民“有活
干”“有奔头”，大力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先后研究出台促进全民创业、支持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等若干意见，深入实施“三六
九”产业提升工程，大力发展“归雁经
济”。着力培育全域旅游、电子商务、返乡
创业三项新动能，高标准规划建设酒类包
装、木制品、纺织品等“区中园”和多个创
业发展平台，为进城农民创业就业提供产业
支撑，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经济
板块整体提升促进农民转换角色，实现了就

地就近市民化。

优美宜居

宁舍2亿元 为民建公园

占地100多亩的开放式的郓州公园，傍
水而建，林木环绕，鸟语花香，成为市民休
闲的好去处。

“这片地，原先是两个老厂区。拆迁后
如果搞房地产，政府至少能收入2亿元。建
公园，有人开始不理解，说政府少收入2个
亿不说，拆迁、建公园还要倒贴钱。但县里
的决策者不为所动，以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
为目的，为市民建起了公园。”郓城县新型城
镇化建设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介绍，郓城县利
用城市“金角银边”，建成绿地公园40余处、街
头绿地广场32处。城市绿色从“美丽一隅”到

“星罗棋布”，实现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形成市民5分钟绿色休闲圈。城区绿地面积达
到360万平方米，人均拥有绿地面积12平方米。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农
民身份的转变，更要让新市民过上有面子、
有尊严的生活。郓城县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
于城市规划建设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在优美
宜居上下功夫、做文章，为市民打造美丽家
园。

细节之处见情怀。原先，城市的道路和
绿化带分开，夏天行人行走晒得慌。郓城县
启动绿化带升级改造，打开街边绿地，为市

民打造高品质的休闲、娱乐、游憩、健身的
绿色慢行系统，构建起居民绿色共享空间。
先后建成宋金河公园、唐塔公园、郓州大道
等城市林荫绿道48公里，最大程度还绿于
民。

记者在宋金河景观大桥—同济桥上凭栏
远眺，河湖林园一水贯通，波光水色尽收眼
底，尽览“一城碧水入画来”的景观。郓城
人着力书写的“水”“绿”“花”“文”四
篇文章，已经开花结果。

以“水文章”为例。三年来，累计投入
25亿元，先后治理提升城区水系80公里，把杂
草丛生、污水横流的“龙须沟”，变成了“水清
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长廊。7条河流宛如条
条玉带，蜿蜒盘旋，纵横成网，河边公园成为
市民游乐休闲的“城市后花园”，20余处现代
化小区滨水而建，城区近半人口临水而居，畅
享近水、亲水、戏水之乐。

在外地工作的郓城人任建国，每次回家
都要到城区转一转，他说：“家乡越来越美
了，和我在郓城一中读书时比，都不敢认
了。在外面提起来，我感觉很骄傲！”

投融资“郓城路径”

“多箭齐发”突破制约瓶颈

做好新型城镇化工作，对于欠发达地区
来说，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钱”。围绕破
解这一难题，郓城县抢抓国家深化县城基础
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机遇，“多箭齐
发”，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通过
PPP模式、争取基金、发行债券等5个渠道成
功闯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投融资
的“郓城路径”。五年来，累计吸引投入城
镇建设资金300多亿元，成为加快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源头活水。

郓城县把PPP模式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
的新动能加快培育，在全省率先推动实施
PPP融资新模式。将重大民生项目列入PPP
年度计划或中期计划，广泛推介、精心运
作，为城市加快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先后
成功举办3次PPP项目推介会，34个项目纳入
全国综合信息平台，涉及城市开发、市政设
施等多个领域，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均居全省
前列。已落地项目11个、总投资120 . 9亿元，
其中4个项目被确定为国家级示范项目，3个
被确定为省级示范项目，所有签约项目落地
率和落地项目开工率均达到100%。

土地方面，通过棚户区改造腾空建设用
地9000余亩，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土地复
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盘活土地4600
亩，有效保障了城镇化用地。

扭住“人地钱” 流程谋再造
郓城县蹚出欠发达地区快速城镇化新路径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马珊珊 报道
本报乳山讯 8月27日，乳山市崖子镇青山村61岁村

民宫兆礼来到村卫生室。工作人员登录电脑医保门诊慢病
前置结算系统，熟练地输入患者姓名、身份证号、处方类
型等信息，再确认慢性病病种与药品是否对应等内容后，
系统开始生成费用结算单。这盒药价格为14 . 95元，医保
报销60%计8 . 97元，由于是低保户，药品又经过医疗救助
报销了4 . 19元，宫兆礼个人负担的费用是1 . 79元。

“不出村就能拿药，还能直接报销，个人负担的也不多。
再也不用往返三个小时去镇上拿药了。”宫兆礼高兴地说。

“由于之前的医保结算系统只延伸到镇级卫生院，导
致居住在农村的参保人不能就近在村卫生室拿药报销。”
乳山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宫兆礼老人患有高血
压病，是居民医保慢性病患者，需长期服用高血压药物。
原先，他每月需要乘坐公交车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崖子镇中
心卫生院拿药，算上等车、拿药的时间，来回需要三个小
时。

为了方便参保慢性病患者取药、报销，今年以来，威
海市医疗保障局探索推行将医保结算系统延伸到村卫生
室，率先在乳山市有条件的村居开展试点工作，实现了参
保慢性病患者“足不出村”就可取药并即时报销的“一站
式”结算服务。今年7月，乳山市崖子镇青山村和诸往镇
流水头村成为医保慢性病定点结算卫生室，两个村的参保
患者在村卫生室拿药就可享受“即时报销”的便利。据了
解，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威海将在更多的村居推广这一
便民利民政策。

乳山推进

医保结算系统延伸到村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 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这里是原邹坞镇刘庄煤矿旧址，2017

年以前也是刘庄村‘两委’办公的地方，如今这块废弃地
成了刘庄村集体增收的‘聚宝盆’。2018年，我们通过招
商引资，将其租赁给了华帅实业有限公司，每年可为村里
增加集体收入5万元，还能带动近200人就业，前两天这个
厂又被确立为区级就业扶贫车间。”在华帅实业有限公
司，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刘庄村村委会主任孟凡亮向记者
说。

近年来，邹坞镇党委、政府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全面排查村集体土地，依法废止不合理承包合同，收回中
陈郝、西尚庄等11个村集体土地2516亩，重新发包增加村
集体收入60万元。引导打席、庄头等5个园区周边村流转
集体土地538亩，年实现增收65万元。开展“三资”清
理，深挖村内集体资产，推动沉睡的资产“变废为宝”。
其中西南村利用原小学旧址，规划建设福乐康休闲养老服
务中心，村集体年增收入1 . 5万元。

据统计，目前全镇村集体年收入在5万元至10万元的
村6个，10万元至50万元的村21个，50万元至100万元的村3
个，加快了乡村振兴步伐。

邹坞镇撬动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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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海波 报道
风光旖旎的郓城县南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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