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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镇位于寿光东北部、渤海莱州湾南
岸，总面积218平方公里，辖87个村，13万人
口。侯镇历史文化悠久，汉代设侯堡，隋代
设军镇，清雍正八年官台盐署迁于侯镇后，
酒依盐兴，盐兴商旺，数百年积淀，成就了
侯镇独有的商都底蕴和文化特色。至清中晚
期，侯镇发展成了“三山不见，九湾不显，
九街十八巷，七十二根透胡同，街街有酒
坊、巷巷飘酒香”的北方商贸重镇。近年
来，侯镇紧盯“全国百强镇”这一目标不动
摇，确定了“南部高端品牌农业、中部商贸
文化新城、北部新型现代工业”的发展格局，
全镇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侯镇先后荣获“全国重点镇”“全国环
境优美乡镇”“中国木材贸易加工示范园
区”“山东省特色小镇”“省级中心镇”“山
东省历史文化名镇”“省级文明镇”“山东盐
化工产业第一镇”“山东省森林乡镇”等一
系列荣誉称号。2020年9月，侯镇成功跻身全
国百强镇行列，在全国排名第77位。这一项
项殊荣，真实地告诉了我们：侯镇，是怎样
从昨天走到今天，又将如何走向明天的。

今天的侯镇

已崛起为寿光工业发展的新高地

侯镇拥有一流的园区发展平台，侯镇化
工产业园2019年1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认定为
省级化工园区，今年4月份，成功实现扩
区，总面积28 . 35平方公里。园区现有大中型
企业41家，2019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505亿
元，利税22亿元，位居寿光市各镇街第一

位，占寿光市30%。
作为寿光工业发展的主阵地，近年来，

侯镇不断创新机制，加大投入，累计投入资
金1 0 0亿元，完善公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
设，区内供水、供电、供热、通信设施等一
应俱全，污水处理、消防设施等配套完备，
省道320、321横穿东西，省道223、224纵贯
南北，荣乌高速、潍日高速、环渤海铁路在
这里纵横交汇，“三纵三横”的道路骨架通
车里程达30公里，构筑起立体式对外交通体
系。现在的侯镇，商机诱人，前景迷人。

今天的侯镇

已成长为高端产业培育的大摇篮

企业集群式、链条式发展全力加快，重
点培育的高端生物医药、精细化工、高分子
改性材料已成为侯镇化工产业园三大支柱性
产业。2019年园区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的企
业达到2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家，省级瞪羚企业、
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企业技术中心
13家。

打造了智慧园区一体化管理平台，引进
了国内一流的第三方安全环保专业服务机
构，实行园区封闭式管理，建设了特勤消防
站，完成了规划范围内村庄搬迁，为园区的
企业扩产、项目落地预留了空间，成为寿光
“双招双引”的主阵地。1—10月份，新签
约省外投资“四新四化”项目15个，新增立
项项目9个，立项总额34 . 33亿元，签约外资
项目5个，新开工项目13个，在谈项目26个，
省外到位资金12 . 64亿元，一批产品附加值
高、产业布局合理、带动力强的高质量发展

项目正在加快落地，具备了向更高层次跨越
和全产业链发展的新优势。现在的侯镇，创
新创业春雷涌动，实体经济蓄势高飞。

今天的侯镇

已涵养为文化底蕴日益深厚的沃土

侯镇在历史上就是商贸重镇，有“寿光
第一大庄”之称，与景芝、兰陵、索镇并称
山东四大酿酒古镇，是白酒生产的发祥地之
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诞生了酿酒、土
陶、制秤、龙灯、剪纸、面塑等丰富多彩的
民俗文化。

世易时移，如今的侯镇，悄然嬗变，
“酒风盐韵、商都古镇”已成为侯镇最具特
色的区域名片。依托户籍人口10万人、园区
务工3万人、镇区居住5万人的消费基础，投
资3500万元，启动了侯镇古商贸街复古改造
项目。古商贸街按照景区化、本土化、品牌
化理念，融合明清建筑特点，发展小店经
济，丰富镇区夜间经济，重点打造牌坊巍
峨、百年宏源、官台盐署、侯镇美食、非遗
展演等十大景观，聚力打造省级示范步行街
和夜间经济示范点。

2020年9月30日晚，随着侯镇古商贸街开
街正式拉开帷幕，一个集文化、商业、旅
游、休闲、餐饮为一体的特色古街全方位呈
现在大家面前。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累计
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仅各类小吃和娱乐项
目营业收入就达500余万元，重现了侯镇当年
“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

古商贸街的成功开街，初步形成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镇形态，
必将进一步整合周边的文化、旅游资源。侯

镇古商贸街，已破茧而出，化蝶起舞，千年
古镇由此掀开了快速发展的崭新一页。

今天的侯镇

已发展成为环境优美的生态宜居宝地

今年，该镇投资1 . 7亿元，全面完成50个
村的“户户通”工程。高标准完成38个美丽
乡村示范村的建设工作，成功创建为潍坊市
森林镇，全镇建成高端住宅社区18处，集中
打造了3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侯镇文
化元素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交互融合。这些
数据，成为侯镇群众看得见的改变、摸得着
的幸福。如今的侯镇，村庄整洁，正逐步成
为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今天的侯镇，既是高颜值的文化生态之
城，又是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在这里，
创业有机遇、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是
各类企业和人才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一方
沃土。

侯镇诚挚邀请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
实地感受侯镇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变化，也真
诚邀请大家到侯镇投资兴业，侯镇将竭诚营
造优良的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落实优惠
的政策，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当好“店小
二”，让所有到侯镇投资兴业的企业家都能
施展才华、大展宏图。

①华灯初上的侯镇古商贸街
②侯镇美丽乡村掠影
③侯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宏源酒文化博物馆
④夕阳下盐田美景
⑤侯镇化工产业园区鸟瞰图

酒风盐韵 商都古镇 化工新城 投资沃土

全国百强镇寿光市侯镇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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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晓 周振 王新华

尹集镇位于高唐城东，东邻禹城，北接
平原，处于济南、德州、聊城“金三角”中
心位置，地理位置优越。紧邻省道316、国道
308、国道105，距青银高速东入口2公里，交
通便捷。近年来，尹集镇干部群众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忘初心、实干担当，践行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理念，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优势，强
化项目建设，突出品牌效应，打造特色更加
鲜明的产业示范镇。经过多年发展，尹集镇
形成了以林木板材产业为主导，蔬菜种植、
驴肉加工齐头并进的三大特色产业集群。

培育龙头企业

带动林木板材产业发展

尹集镇整合、改造一批小型、分散的林
木板材加工企业，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更新
先进设备、引入高新技术等措施，大力实施
“企业培育工程”，培植出金如意木业、汇
森木业等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形成20个亿的
产业规模，实现上游板材初加工至下游建筑
模板、出口家具板整个产业链条全覆盖。短
短几年，金如意集团已经成长为鲁西地区规
模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大型模板企业，实
现了由手工“作坊”到行业“龙头”的蜕
变。在金如意集团的带动下，尹集镇发挥林
木板材特色产业聚集区优势，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在引导现有板材企业规范发展的同
时，着力抓好产业招商，按照“高端定位、
延伸链条、膨胀集群”的战略，全力对接河
北、江苏等板材大省的产业转移，引导镇域
企业与外地优势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新技术
引入、新设备应用，提升林木板材产业质
量，推动企业上等级、上水平。2019年以
来，围绕林木板材优势产业，引进高档出口
板材项目2个，商务展会展具项目1个，环保
型管材项目1个，棉纺织项目1个。2020年该
镇重点引进了道亨52万吨高新材料项目，该
项目总投资3亿元，填补了该镇利用外资的
空白。

狠抓农业转型

蔬菜种植业发展升级

尹集镇是鲁西北地区有名的农业大
镇。2018年以来，尹集镇党委政府立足本
地实际，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
展高产高效农业，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鼓励、引导农民发展多种农业经
营。坚持“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示范引
领，规模连片开发”的原则，以“抓、
带、增”活动为抓手，实施龙头企业、合
作社带动战略，培植壮大蔬菜大棚产业，
现代农业格局初显。

尹集镇冬暖式蔬菜大棚产业自1992年开
始发展，到目前已经有28年历史。主要生产
西红柿、黄瓜、尖椒等，产品全部通过绿色

蔬菜认证，销往济南、北京等城市，并出口
俄罗斯、日本等国家。2017年，尹集镇为形
成特色扶贫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在
具有大棚种植历史的王庄村及朱庄村，利用
扶贫专项资金130万元，建设13个蔬菜大棚，
承包到户，栽种西红柿、葡萄、哈密瓜等蔬
菜水果，每个大棚产生扶贫收益6000元，按
照差异化分配标准，分配给5个省定贫困村56
户贫困户，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

深加工挖掘驴肉价值

壮大驴肉产业

尹集镇驴肉产业可追溯到300年前。尹集
镇老王寨村驴肉采用自己研制的40多种名贵
香料煮制，十香驴肉是清朝皇室贡品，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老王寨驴肉起源于公元1696
年，清朝康熙三十五年，享有“天上龙肉，
地上驴肉”美誉。清朝康熙年间，文坛领袖
王士禛 (字子真，别号渔洋山人 )来高唐省
亲。其外甥齐鲁著名诗人朱缃(和蒲松龄相交
最契)召集文人墨客设宴恭迎，并奉上老王寨
驴肉供其品尝。席间，众人品尝后赞叹不
已，推之为人间肉类极品。王渔洋即席赋诗
两首，书之，并悬挂于酒楼。

“鬼子肉”即驴肉，因驴相貌丑陋，
像传说中的牛头马面，旧时高唐人称驴为
鬼，民间也就把加工好的驴肉称为“鬼子
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是人
们对驴肉的最高褒奖。清末时曾出口日本

和东南亚国家，也曾作为贡品晋献朝廷。
老王寨“鬼子肉”加工方法独特，药料齐
全，工艺精湛。驴鞭称作“金钱肉”，更
具补肾壮阳之功效。当地人招待客人时有
“无驴肉不成宴”之说。300年前高唐驴肉
已经被装入封闭的条篓、瓦缸，作为国礼
赠送各国使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尹集镇持续深
挖驴肉加工产业潜力，大力发展养殖、加
工、销售一条龙产业。目前，境内发展规模
化养驴场3处，存栏肉驴1800头，老王寨加工
户已经由原来的10家发展到现在的20家，产
品远销北京、上海、天津、济南、东北等
地。以李振华为代表的老王寨加工户，申请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年销售量达百万公
斤。徐官屯潘氏族人已经是第六代从事驴肉
制销业，以潘瑞福为代表的潘氏族人发展传
统工艺，不断求新，已发展潘家驴肉连锁店
100多家。

①金如意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加
紧制作建筑模板，完成出口订单

②尹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农技志愿者陈
文爱在蔬菜大棚内为种植户讲解西红柿管理
事项

③在尹集镇王庄村扶贫大棚基地，种植
户李志刚种植的哈密瓜甜度高、个头大

④尹集镇深挖驴肉产业优势，在老王寨
村建设了驴文化主题文化墙，依托得天独厚
的驴肉产业，发展肉驴养殖、驴肉深加工等
技术，延伸产业链条

高唐县尹集镇

依托三大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示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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