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集群唱大戏

工业，是立区之本、强区之道。无论
是过去的县级临沂市，还是现在的兰山
区，兰山人始终牵住发展工业这个“牛
鼻子”。从上世纪 80年代初期的“项目
不嫌小，收入不嫌少”，到 90年代乡镇
企业的异军突起，40 万兰山人共同夯
实了工业发展的基石。 1995年，撤市划
区后的兰山，集中对镇办、村办等 690
家集体企业进行改制。 改革，激发了活
力，也促使一个增势强劲的工业强区悄
然崛起。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从“铺天
盖地”到“顶天立地”，如今，兰山的工
业经济已经实现了“三个一批”。

一批产业集群。 兰山区义堂镇常驻
人口只有 5万人，外来人口则达到 10万
余人。追其原因，是板材产业的崛起形成
了该镇人流、 物流与资金流不断注入的
“洼地效应”。 目前，该镇仅板材加工企
业就达 1600余家。义堂镇和朱保镇已经
形成了兰山区的板材产业集群。如今，在
兰山区 7000余家工业企业中，集中在食
品、板材、有色金属 3大产业的企业就达
到了 3400余家。三足鼎立的 3大产业占
据了兰山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此
带动下，兰山区已经形成了食品、板材、
有色金属、机械和水表 5大产业集群。

一批骨干企业。 骨干企业成为兰山
工业崛起的璀璨明星。 金锣集团于境外
成功上市，年销售额超过 200亿元，生猪
屠宰能力居世界第二位。 金升集团被国
家发改委批准列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
企业， 成为江北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加
工基地。 翔龙等 4家企业进入中国民企
100强……目前， 兰山区规模企业已达
到 515家， 其中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达
到 89家。

一批知名品牌。实施“品牌兴区”战
略，兰山工业正由“兰山制造”向“兰山
创造”转变。 目前，全区共有中国名牌 2
个，中国驰名商标 2个，山东名牌 13个，
山东著名商标 7个。 仅去年兰山区的发
明专利就达到 34件，专利授权量位居全
市首位，全省各县区第 7位。

数据显示：2009年， 兰山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842亿元， 增长
18.5%。全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615个，完成投资 266亿元，增长 20.4%。
工业对兰山 GDP的贡献率超过 52%。

产业集聚，群峰并起，得益于兰山明
晰的发展思路、 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独特
的发展优势。 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兰
山区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 走出了一条
项目带动、科技推动、园区联动、工贸互
动的个性化工业发展道路。

“项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
过分，抓项目就是积蓄后劲、增添活
力……”李沂明如是说。 基于这样的认
识，兰山人立足产业上项目，依托市场抓
项目，研究政策争项目。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世界 500强泰国正大集团控股、投资
6.5亿元的北易车业项目，世界 500强德
国博时公司生产配套企业投资 1.3亿元
的刹车片项目， 投资 7.5亿元的天宇铜
业等大项目纷纷落户兰山。据统计，2009
年兰山区仅投资过 3000万元的项目就
达到 178个，其中工业项目 67个，总投
资 80.6亿元。

一个个大项目纷至沓来， 看中的正
是兰山雄厚的项目承载力和完善的配套
设施。 临沂工业园和金锣科技园两大园
区正是兰山产业集聚和项目落地的有效
载体。 临沂工业园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
工业园区。 金锣科技园投资 3亿元建设
了年发电量 5亿千瓦时的热电厂， 投资
1000万元建设了引水工程， 已有 67家
企业入园生产。 两大园区工业经济总量
占全区工业经济的 70%以上。

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 兰山人
由此实施了“品牌、人才、创新”三大战
略， 并专门设立了品牌奖励基金和区级
品牌库， 加大了对企业创新人才的培养
和产学研机构的建设。近两年来，兰山区

申注商标的数量以每年 10%的速度增
长， 全区 85%以上的工业企业建立研发
机构，先后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280余个，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25%以上。
截至目前， 全区企业已拥有注册商标
4200多件。

引商兴工、 工商共荣成为兰山经济
发展的又一亮点。 商贸物流是兰山最大
的优势和经济特色， 兰山拥有工商企业
4600余家、个体工商户 2 万多个，他们
有资金、懂销售，在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
后，正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如何把这一潜
在优势变为工业发展的实际优势， 兰山
审时度势提出了“引商兴工”的发展策
略。 以市场拉动工业，用工业支撑市场，
兰山工商共荣的联动格局由此形成：目
前，兰山区共吸纳 1400多个市场经营户
投资办厂，其中规模工业企业 130多家，
销售收入占到全区规模工业企业销售收
入的 1/4。

以水为魂展新姿

建设一个 “以水为魂、 生态宜
居”的和谐家园，一直是 88 万兰山人
的梦想。

这执着的梦想源于兰山人曾经的隐
痛。 兰山城区有 6条河流穿城而过或绕
城而流， 兰山人却没有享受到滨水而居
的雅致与惬意； 兰山拥有享誉全国的商
贸物流业，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滞
后。 截至 2002年，兰山城区面积只有 60
多平方公里，城区近百个城中村中，平房
与草房占到了总量的 70%多。 改变城区
面貌、加快城镇建设，成为兰山新一轮发
展的首要突破点。

2003 年，临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建设“大临沂、新临沂”的宏伟目标，并
确立了“以河为轴、两岸开发”，“一河
五片、北上东进、南优西扩、组团发展”
的城建新格局， 临沂的城市建设由此驶
上了快车道。

作为临沂的中心城区， 兰山区树立
起“市区一体”的大局观念，积极融入
“大临沂、新临沂”建设，大力实施“依
城兴区”战略。伴随着大临沂、新临沂的
建设步伐， 北城新区建设、 涑河综合治
理、 临沂大学建设……一个个市区重点
建设项目在兰山相继开工。 仅 2009年，
兰山区就确定 23个重点建设项目。兰山
区委副书记、区长耿学伟说：“这是兰山
区建区以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
程开工最多的一年，一定要抓住时机，加
快项目建设。 ”兰山人干事创业的执着
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南坊街道与
涑河改造就是这其中最有力的见证。

2004年，南坊街道被确立为临沂城
市规划的“五区”之一，并由此开始了前
所未有的大规模、高品位的拆迁改造，拉
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帷幕。 短短
几年的时间，北城新区青年路以南的 33
个村庄夷为平地，与此同时，一个滨水生
态新城区平地崛起， 昔日的城郊乡野神
话般地蜕变成一个活力四射的魅力新
区。 目前， 北城新区已累计拆迁面积达
718万平方米， 完成建筑面积 280多万
平方米，回迁居民 4.7万人。

涑河是临沂城区最贴近市民生活、
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历史长河”。长期
以来，受历史、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涑
河污染相对严重，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
市建设和城区经济的健康、 持续发展。
2005年，临沂市委、市政府做出了涑河
综合治理开发建设的决策部署， 决定用
3年左右的时间， 将涑河规划区建成兼
具水乡风情和商业旅游功能的城市景
观。 兰山围绕着河道治理、拆迁还建、滨
河道路建设，对涑河沿岸 16平方公里的
区域进行了高标准、高质量的开发建设。
目前，兰山已顺利完成了一期拆迁任务，
涉及 2950户 58万平方米。 二期工程目
前已完成拆迁面积 80万平方米。

三水交汇，六河绕城，兰山水乡韵味
浓郁。围绕水系做文章，把最好的地段和
风景给居民享用。兰山区先后对北涑河、
陷泥河、南涑河、青龙河、柳青河、龙王

河、老龙沟 6河 1沟进行了综合治理。仅
去年就投入 2.81亿元。

在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同时，
兰山区还加快旧城旧村改造。在城市，兰
山区按照成熟一片、改造一片的原则，先
后对银雀山片区、大学城片区、涑河片区
等 6大片区实施改造工程。目前，村社区
改造率达 90%， 城中村改造面积达 50%
以上。 在农村，兰山区立足旧村改造，实
施合村并点，积极建设大社区。该区义堂
镇被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
点”。 该镇按照“企业向园区集中、人口
向镇域集中、 土地向适度规模集中”的
办法，重新编制了全镇总体规划，将全镇
35个行政村归并为 6 大社区和 1 个中
心居住区， 每个居住区的规划人口为
5000人至 1万人。 目前，全镇已投资 6.5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民公寓楼 140余栋，
预计再用三四年的时间， 全镇所有农户
都将住上楼房。 这是兰山区积极推进小
城镇建设的一个缩影。去年，兰山区完成
了 5个镇现状图资料整理和镇驻地中心
区现状测绘，规划大社区、中心村 62个，
建设居民楼 455栋 340多万平方米。

把六镇四街道联为一个整体， 兰山
区还加快了市域交通圈的构筑，拉开城市
发展的框架。 去年，兰山区新建和拓宽干
线公路 80公里，总投资近 6亿元。其中搁
置多年的北外环兰山段工程总长 23.5公
里，总投资 3亿元，于当年 11月中旬全线
通车。 总长 21公里的朱七路拓宽改造已
基本完工，总投资 8000多万元。 投资 1.7
亿元，改造提升城市道路 42条，硬化面积
100万平方米。 投资 3400多万元，新建公
厕 113座，垃圾收集站 60多处。
城市发展三分建设，七分管理。 兰山

区还借助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新增绿
地面积 748万平方米， 绿地率提高了 9.9
个百分点。 以迎淮检查为契机，兰山打响
了整水治污的攻艰战。 着眼企业治污，兰
山对 2232家企业进行了企业环境风险评
估和隐患排查，并关停取缔了 238家土小
企业。 针对污水处理，兰山区开工建设了
柳青河污水处理厂，规划全区污水管网主
管网 55.9公里。 按照规划， 该区白沙埠
镇、南坊街道北部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进
入北城新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半程
镇、枣沟头镇的生活污水进入枣沟头镇柳
河村污水处理厂；义堂镇 327国道以北的
生活污水进入大学城污水处理厂；327国
道以南的污水通过北涑河污水管网进入
临沂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全区生活污水将
实现全处理、零排放。此外，该区针对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形成了“户分类、村收集、
镇清运、区处理”的运行模式。
移步皆是景，举目满眼春。环境的变

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兰山人内在素
质的提升。 2009年 10月 11日，国家统
计局向社会公布了对全国 114个城市进
行的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在地级城市中，
临沂市取得了全国第七、 全省第一的好
成绩。 这是对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和
城市文明水平的充分肯定， 同样也包含
着对临沂主城区兰山区的最大褒扬。

物流天下铸辉煌

2008年 12月 27日晚，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以《以“市”兴市》为题，报道
了沂蒙老区从摆地摊、搞批发起步，到跻
身于商贸名城的传奇经历。 通过这一强
势媒体， 兰山繁荣的商贸物流业再次让
人刮目相看。 这一年，临沂被评为“中国
市场名城”， 成为国内比肩义乌的第二
大商贸城。

上世纪 80年代初，敢为人先的兰山
人用试探的双手摆起了一个个地摊，悄
然拉开临沂商贸经济时代的大幕。 从
“现钱现货、摊位批发”到“专业市场、
买卖全国” 再到“鼠标一点、 物流天
下”， 勤劳智慧的兰山人创造了商贸物
流业少有的传奇。

如今，临沂商城已拥有大型专业批
发市场 68处，经营摊位 4万余个，经营
人员达 15万人， 日上市商品 3万多个
品牌系列，每天商业交易的流动人口达

30万人次， 商品交易辐射全国 20多个
省市， 远销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9
年， 临沂商城商品交易额突破 600 亿
元， 对全市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达到
30%以上。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伴随着市场的

发展，兰山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当初
由村、 社区主办起来的市场因缺乏宏观
调控，普遍存有小、散、乱、档次低等发展
软肋。而且多数市场深居闹市区，束缚了
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手脚。 再加之周边地
市涌现的各类市场对临沂商城形成的竞
争之势， 兰山人再一次感到了发展道路
上的阵痛。

如何破解发展瓶颈，2005年兰山人
于深思熟虑中做出决策： 对现有批发市
场进行整体改造提升。 按照因地制宜的
原则，兰山将对分布在全区的 80余处专
业批发市场，一部分实施就地提升改造，
一部分迁往城区西部实施异地改造提
升，并整合归并为 13个功能交易区和 3
个现代物流规划区。

这是一场硬仗，充满艰辛。兰山人却
如期完成了这项任务。 体现这一巨变的
正是临沂西部商圈的悄然形成。 就在几
年前， 涑河北岸的临沂西郊还是一片相
对偏远僻静的城郊地。 伴随着市场异地
改造提升， 华东板材市场、 鲁南化工市
场、 山东省教育用品采购基地……数十
个设施一流的现代商贸城在这里平地崛
起，与此同时，金兰物流园区、天源国际
物流城也先后落户西城。尤其是 2006年
伴随着临沂汽车新站的投入使用， 一个
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高度集聚的
西部商圈完美呈现。

数据显示：自 2005年以来，兰山区
累计投资 100 多亿元， 改造新建市场
500多万平方米，整合提升市场 58 处，
基本完成了市场整合改造任务。 与此
同时， 传统的专业批发市场实现了脱
胎换骨般的蜕变： 由村居自办型转向
政府主导型，由集散型转向产地型，由
内销型转向外向型， 由传统批发型转
向现代物流型。

有着庞大市场群体的兰山也同样有
着一支物流大军：目前，兰山区从事物流
的业户达 2000余家， 年货运量 6800万
吨， 运营线路可达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及
80%以上的县区， 其成本之低、 速度之
快、辐射范围之广，在全国首屈一指。 尤
其是近两年来，兰山区按照“大市场带
动大物流、大物流支撑大市场”的思路，
重点抓好了金兰、天源、林丰 3大物流园
区。这 3大物流园区总投资 9亿元，可容
纳 2000家物流业户。 同时，投资 2亿元
的商城电子交易中心一期已投入使用。
“鼠标轻点，物流天下”的现代交易方式
已经变成现实。
商潮奔涌，大浪淘沙。数十万兰山人

搏击商海、创新发展的脚步从未停留，一
个个奋力赶超的新目标承载起兰山人新
的梦想： 力争 3年内， 市场成交额达到
1000亿元，实现赶超义乌的目标；通过
居企分离组建商城集团公司， 从根本上
转换经营管理机制；按照“前店后厂”的
模式， 力争 3年内把地产品数量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 通过人造板国际贸易洽
谈会、 中国教育用品博览会等打造国内
外会展品牌，促进市场发展……

先进文化显活力

“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文化工
作， 要像抓经济硬实力那样抓文化软实
力， 要像抓工业项目那样抓文化产业项
目。 ”李沂明这样说。

近年来，兰山文化建设风生水起，全
面提升。在成功创建了省级文明区、全省
社会文化先进区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示范区以后， 兰山又提出了打造
全国文化先进区的目标。 兰山人由此奏
响了凸显文化品牌、繁荣文化事业、做强
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打造文化精品
的交响曲。

凸显文化品牌抢眼点， 兰山人因深
厚悠久的文化底蕴而充满了自信： 兰山

独具特色的书文化、兵文化、孝文化和商
贸文化根深叶茂， 正成为兰山构筑文化
发展高地的强力支撑。

———书文化。 2003年首届书圣文化
节成功举办，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已成功
举办了 7届书圣文化节。 兰山区作为一
代书圣王羲之的故里， 书法文化成为其
历史文化中最为凝重的一部分， 借助节
庆活动的开展，兰山正充分展示着“书
圣故里、魅力兰山”的金字招牌。

——兵文化。 1972年，佚传 1700多
年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在兰
山区银雀山汉墓群内同时出土，解开了
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是一人、其兵书
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成为建国
以来 10大考古发现之一。 兰山区以创
建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 通过专家论
坛、学校教育等举措，积极打造着“世界
兵学看中国，中国兵学看兰山”的文化
品牌。

———孝文化。 兰山区白沙埠是东晋
以孝著称的“孝圣”王祥的故里。孝圣王
祥“卧冰求鲤”、“风雨守柰”、“榻前陪
跪”等民间故事在这里世代流传。 2007
年，大型历史故事柳琴戏《王祥卧鱼》将
王祥卧冰求鲤的孝行故事搬上舞台，唱
响全国。 兰山区还通过举办孝河文化节
等节庆活动， 精心推介孝圣之乡的孝道
文明。

———商文化。商文化是兰山历史文
化的又一特色。 据史料记载，早在 4000
多年前兰山境内就有了交易活动：“每
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
羊、牛，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
焉”。 时至今日，有着经商传统的兰山
人正续写着新的辉煌。 2006 年落成的
临沂商城市场发展史展馆，正成为兰山
推介商贸旅游、打造商贸文化的一个文
明窗口。

凸显文化品牌激发了兰山人的自豪
感， 做实文化事业则满足了兰山人的文
化需求。以文化惠民为出发点，兰山区积
极实施“农家书屋”、文化下乡、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等惠民工程， 让群众共享文
化发展成果。截至目前，兰山区已建成文

化广场 101处、文化中心、文化大院 128
外、农家书屋 218 个，全区 85％的社区
文化中心已达标， 所有村、 社区都建有
“共享工程”服务点。

借鉴云南、西安、河南等省市文化产
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兰山的文化产业也
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临沂文化用品城、凯
歌国际文化城、 玫瑰湖汽车公园等文化
产业项目竞相落地。短短几年的时间，兰
山区就形成了包括文体商贸、休闲娱乐、
出版发行、广播影视、工艺礼品、电子信
息、旅游文化、家装文化、餐饮文化、汽车
文化在内的 10大文化产业。

数据显示， 目前兰山区文化产业从
业人员达 2万余人， 全区千万元以上的
文化产业项目达 50余个。 2009年，兰山
区立项文化产业项目 26个，其中有 8个
列入临沂市文化产业项目目录， 有 5个
列入山东省文化产业数据库， 文化产业
实现增加值 24.2亿元，增长 46.7%。文化
产业已经成为兰山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 兰山还注
重了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兰山区已发
现文物古迹 293处，其中 10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8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49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曲艺脚打鼓、兰山
民歌、枣沟头镇的弦子戏、朱保镇的皮影
戏等正在申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去年，兰山区还被评为山东
省“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打造精品惠民生。 兰山区在完成 20
集电视剧《西郊》创作的基础上，去年又
与紫金长天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正式签约
拍摄电视剧《大商城》。 大型动画片《小
孝星》 目前已完成了动漫形象设计，开
创了临沂动漫剧创作的先河。 兰山区先
后有 7个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有 20
余个文艺作品获省级奖励，36个文艺作
品获市级奖励。

滔滔沂河，生生不息。 沂河之畔，正
崛起一个美丽富饶的兰山、 一个生机勃
勃的兰山、一个奋进不息的兰山。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唱响时代发
展的主旋律， 再度出征的兰山依然信心
百倍，勇立潮头。

加压提速谋跨越 率先发展创一流
———兰山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纪实

春到兰山看发展，总把旧貌换新颜。

“鲁南古城秀，琅琊名士多。”在兰山这片翰墨飘香、孝风弥漫的古老土地上，处处

展现着春华秋实、文明和谐的壮美；时时激扬着争先进位、跨越发展的豪情。

兰山，是一方希望的热土。 1995 年撤市建区时的兰山综合实力位居全市第九
位。 十载磨炼，利剑出鞘。 2005 年，全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位居全省第十位 。
2007年， 兰山区地方财政收入突破 10 亿元大关。 2008 年， 地方财政收入 11.3 亿
元，全区 10 个镇、街道中有 6 个过亿元。 2009 年，兰山区地方财政收入 12.1 亿元，

增长 10％。 与此同时，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

省级文明区、全省社会文化先进区、全省服务业先进区等 30多项省级以上荣誉花
落兰山。

兰山，是一面奋进的旗帜。 “率先发展创一流”是兰山人不懈的追求。 正如兰山区

委书记李沂明所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加快发展是各级的殷切期望，是自身的任务要

求，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

风正帆悬，正待扬帆远航。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兰山发展 ，围绕工业发达、商贸

繁荣、环境优美、文化先进的目标全面谋划 、积极推进 ，兰山正创造着一个又一个

崭新的辉煌。

◆导报记者 刘慎平 通讯员 潘月胜 王玉坤

繁荣的市场交易

以水为魂的魅力新城

改造提升后的活力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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