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金资源丰富是招远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总有消耗殆尽
的一天，招远人在思索，单单依赖资源本身的发展并不是长
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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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续 37年的中国第一产金市，招
远的黄金产业积累了在国内黄金产业内堪
称一流的技术装备， 聚集了最精干的一线
技术人员，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 招远市黄
金产业近年来的“外埠开拓，内部挖潜”的
战略是十分明智的， 而围绕黄金资源延伸
打造产业链的努力虽然刚刚开始， 但成果
还是喜人的。

然而，作为不可再生资源，黄金矿产终
究有开采完的一天。 资源的枯竭意味着整
个产业的萎缩，接着是区域经济的衰退，所
以，与资源开采的速度赛跑，利用资源经济
的“红利”及早培育替代产业，是所有资源
型经济地区所面临的沉重课题。

历史上，依托黄金产业大发展所积累的
经济实力，招远市培育了像轮胎、针织等非
金产业，如今玲珑轮胎、招远针织等企业已
经凭借其可观的规模和产值成为知名企业。
这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一定要趁日子好过
的时候， 通过制度设计留出足够的资金，配
合以一些优惠政策和金融手段，培育一批可
持续发展的替代产业。

我们看到，招远市正在大力引导黄金企
业将资金投向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的企业投资房地
产、农牧业、旅游、金融业等多种门类的非金
产业项目，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趋势。

必须承认， 在传统资源型产业十分成
熟， 轻车熟路地操作传统产业更容易出政
绩的情况下， 培育新兴的替代产业是一件
“万丈高楼平地起”式的难事，其考验的不
光是决策者的智慧、耐心和勇气，还有决策
者的胸怀、格局和政绩观。

（导报记者 牟德鸿 牛其昌 采访整理）

这里出产名闻中外的龙口粉丝， 这里
有以高温著称的温泉……但是最让这里名
声大噪的，还是她地下富集的黄金矿床。

黄金真真切切地在改变着这里的每
一个角落和细节。这里的很多年轻人在中
学毕业后被黄金企业招工，他们在父母的
资助下在城里购置价格不菲的商品房，他
们用自己的薪水购置心仪的轿车，努力与
日益现代化的城市节奏合拍；这座城市随
着黄金产业的成长而走得更远，招远采金
人的脚步已经踏向西北边陲，招远的黄金
资本也开始在股市上显山露水； 与此同
时， 这座城市因为一幢幢打着金字号招
牌的高楼大厦的崛起而长高……

一切都已经与人们平常印象中的胶
东内陆城市形象相去甚远。

但是， 当记者行走在市井街道上时，
百姓们婉转悦耳的乡音， 忙碌劳作的身
影，从容坦荡的步履，所透出的那份沉

甸甸的淳朴与厚重，还是深深
地震撼了记者的心。

（牟德鸿 牛其昌）

◆导报记者 牛其昌 牟德鸿

通 讯 员 于言伟 李 栋 招远报道

初到招远，从刚进市区的一刹那开始，大
街小巷各种“镀金”招牌便进入了经济导报记
者的视线：淘金小镇、招金银楼、金都花园、黄
金珠宝首饰城……不消说涉金企业， 就连街
角的小卖部也会起一个带“金”字的店名，似
乎在诉说着，黄金的概念已然存在于这座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招远人来说，黄金不仅是
一种资源，更是渗透到每个细节的生活方式。
“黄金资源丰富是招远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 单单依赖资源本身
的发展并不是长效的发展。 惟有立足黄金资
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的基础， 通过黄金产业转
型带动城市经济转型， 靠黄金产业带动其他
各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金上生金’。 ”招远
市委书记张伟向导报记者介绍招远黄金产业
的发展形势时说。

外埠突围，深度挖掘

“哪里有黄金，哪里就有招金。 ”谈及目
前招远黄金开采主业的发展趋势， 招远市黄
金工业管理局局长郝增宝说， 招远的金矿是
有限的， 但是相关技术设备却是全国甚至世
界最先进的。

他表示，得益于在矿业采选、冶炼方面所
具有的技术优势， 近年来招远把黄金对外扩
张开发作为“一号工程”，确立了“扩增量，境
外决胜”的资源扩张原则，资源扩张足迹遍布
国内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目前已在新疆、甘
肃等地设立金矿 26处， 埠外矿山保有黄金储
量达到 200多吨，是埠内黄金储量的近一半。

25日早上， 导报记者在通往全国乃至亚
洲最大的金精矿冶炼企业———山东国大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的路上看到， 一辆辆满载袋装
金精矿的卡车在国大公司门前排起长龙，工作
人员正忙着安排车辆检斤取样， 现场一片忙
碌。 该公司品牌文化部经理姬常松说，今年公
司与国外某矿山客户一次性签订了 6万吨的
购矿合同，这些便是陆续运抵公司的金精矿。
“在原料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下，作

为一家黄金冶炼企业，惟有依靠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资金实力，大力加强国外市场的开发。 ”
姬常松说，通过外埠突围，国大公司先后与俄
罗斯、澳大利亚、塞拉利昂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去年海外购矿达
10万多吨，占公司购矿总量的 1/3，增强了企
业应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郝增宝如此向导报记者介绍招远黄金产
业立足本地的“攻深找盲”工程：“按照‘保存
量，境内挖潜’的原则，招远重点向深部和地
质空白地区倾斜，做到探采平衡，延长矿山服
务年限。 ”依托深部开拓探矿等新技术，招远
三大金矿新增黄金储量 14.6吨， 这无疑为日
后矿山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后劲。

做全产业链

与其他矿产资源型产业一样， 招远的黄
金产业也面临着资源枯竭、产业单一、抗风险
能力弱等隐忧。 招远市发改局副局长张丕彦
告诉导报记者， 招远每年都从产业利润中拿
出 1亿元，专门用于黄金工业领域的高新技术
开发和产业链延伸。 通过建立健全科技创新
体系， 以及对产业链的查短补缺和人才内引
外联，已在黄金精炼、工业用金、首饰加工销
售、黄金旅游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据了解，目前招远市黄金产业共拥有各类
企业 190余家，其中 90%以上为黄金深加工及
其他类型涉金企业，借助本地矿产资源优势发
展起来的黄金企业积极向黄金工业的上下游
拓展，全市年精炼金银产品规模超过 300吨。

对于招远市金银饰品加工销售行业，张丕
彦介绍说， 目前全市拥有金银饰品加工销售
经营企业近 90家，已培育出“招金”、“卢金
匠”、“招金银楼”、“鲁鑫”等国内知名品牌。
“相比首饰加工，用于微电子封装、电镀

的金盐和金丝等工业用金方面的产量，招远在
全国可谓一枝独秀，且提高了黄金产品的附加
值。 ”张丕彦说，目前招远已能规模生产金盐、
金丝、银盐等产品，其中鲁鑫贵金属有限公司
年生产金丝 12吨， 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也达
到 70%，稳居国内同行业首位。

依托黄金资源，招远的黄金企业纷纷将产
业链延伸到了黄金旅游业。 自 2009年启动了
以“中国金都———黄金之旅”为主题的大旅游
工程以来，招远市先后通过鼓励本地黄金企业
投资和从外部融资共计投资 120多亿元，致力
于打造集休闲、疗养、健身、娱乐、旅游、购物为
一体的黄金文化名城， 除中国黄金实景博览
苑、黄金阁、淘金小镇等一批龙头项目，滨海新
区招金科研试验教学基地、 滨海休闲度假村、
架旗山游乐园、 罗山休闲文化度假带等 38个
文化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中。

把地下产业做到地上

“在继续拉长黄金产业链条、壮大黄金主
业的同时，招远将全力发展非金产业，尽快形
成‘地下一半、地上一半’的产业格局。 ”张伟
说，尤其是在国家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出台后， 招远市积极引导黄金矿山企业，
将资金投向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导报记者注意到，近两年，随着黄金价格
高位运行带来的利好机遇，招远黄金企业按照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市级黄金矿山企业每年
新上两个投资过 5000万元的转型项目， 镇级
黄金矿山企业至少每年新上 1个投资过 3000
万元的转型项目”的要求，筹资 65亿元，投向
房地产、农牧业、旅游、社会公益、现代服务业、
金融业等多种门类的非金领域。
“尾矿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硅，以该原料

配以石灰、 水泥、 石膏等制成板材不但不会
产生任何有害物质， 还具有抗压、 保温、隔
热、冬暖夏凉的特点，而且施工速度快。 ”招
远金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贾玉辉告
诉导报记者。去年该公司投资 2.3亿元，利用
界河金矿黄金尾矿制造新型节能环保建筑
材料的 ASA项目，今年已初具规模。 据了解，
该项目年生产建筑材料达 300万平方米，消化
黄金尾矿渣 12.5万方，年实现产值 7亿元、利
税 3500万元。
“招远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

时期，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大力扶持已经具
备一定产业基础和产业规模的新能源产业、新
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医药产业等
非金产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可继续耕耘的
田地，为实现招远经济从资源型向可持续性发
展的转型打下基础。 ”张伟说。

招远市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 东接
栖霞，西靠莱州，南与莱阳、莱西两市接
壤，北以龙口为邻，总面积 1433平方公
里，总人口 58万。 招远黄金资源遍布全
境，素有“金城天府”之称，是全国第一产
金大市，连续 37年黄金产量居全国之首，
曾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都”。
此外， 作为龙口粉丝的发源地和主要产
地，招远还是誉满中外的“银丝之乡”。

依据本地优势，招远确立了“以金
兴工、以金招商”的发展战略，目前已逐
步建立起黄金、轮胎及汽车零部件、新型
电子材料、 机械和食品加工等多元化现
代产业体系。 去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505.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28.5亿元。
在去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及
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榜上， 招远分列
第 39位和第 44位。

（牛其昌 牟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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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在招远采访的数天里，我们

感受到招远经济正涌动着一股 “抓机遇，促

发展”的热潮。我们希望知道，是怎样的机遇

让招远这个并不算太大的县级市产生了如

此强烈的发展冲动？

张伟：对于招远而言，现在正处于机遇
叠加的关键时期，面临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一
个“千载难逢”、一个“前所未有”、三个
“潜在利好”。

招远是“蓝黄”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建设的骨干
县市，集两个国家级战略和一个省级战略辐
射带动于一身， 这种机遇称之为“千载难
逢”毫不为过。 一个“前所未有”，招远经济
开发区已经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上升为国
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这使得招远成为国
家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重要平台载
体。我们可以把优越的资源优势与密集的政
策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招远进入一个崭新的
发展天地。 三个“潜在利好”，滨海人工岛、
德龙烟铁路和龙青高速即将动工建设，这意
味着长期制约招远发展的部分交通路段、能
源短缺等瓶颈正在松动，互联互通、借势发
展的纽带有望尽快形成，为弥补招远区位劣
势和发展空间不足带来了重要机遇。

经济导报：招远是天下闻名的“金城天

府”， 黄金经济渗透到了这座城市经济的每

一个细节，但我们在招远听到的更多的却是

产业转型的话题。 请谈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张伟： 黄金产业是典型的资源型产业，
转型既是其产业自身发展的必然出路，也是
本地经济发展多年以来的主旋律。黄金产业
转型则是这一系列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并且
引领着全市的产业转型。

我们将沿着“龙头项目 -产业链 -产
业集群 -制造业基地”的方向，推进黄金产
业转型，通过争创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
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使招远传统产业增强竞
争力， 加快“招远加工”、“招远制造”向
“招远创造”转变；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中抓好一批新兴产业园、高水平研发平台和
重大投资项目； 推进骨干企业培育工程，膨
胀壮大轮胎、金丝、覆铜板、粉丝等核心产
品，推动产业高端化、企业集团化、产品集群
化，进一步放大工业主导优势对经济发展的
拉动效应。

经济导报：一座城市的经济总量，也许

会因为天然秉赋的优越在短时间内有大幅

度的上升，但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持续

多久，则要看她的软实力能够支撑其资源型

经济走多远。

张伟：这也是我们招远市一直很关注的
一个大问题、老问题。招远民风淳朴、黄金文
化悠久厚重， 但是却少有文艺作品加以展
示。 近年来，招远市参与投资拍摄了一部旨
在挖掘、展示招远悠久的黄金文化的电视剧
《大金脉》。我们期待着，这部影视作品不久
的将来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有望全面提
高招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成为招远文化、
旅游、商贸、节会等其它产业繁荣发展的助
推器。 我们将抓住这一良机，在有规模有优
势的旅游、商贸和物流业上下大力，在有基

础有需求的现代物流、文化
旅游等行业上壮实力，在前
景看好的金融、总部经济等
业态上挖潜力， 推动全市
服务业上规模上水平。

（导报记者 牟德鸿

牛其昌 通讯员 李栋 李建

招远报道）

记者手记

长高的城市
VS从容的步履

来自岩层深处的矿石，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牛其昌 牟德鸿 摄

招远黄金珠宝城顾客熙来攘往 牛其昌 牟德鸿 摄

招远年精炼金银产品超过 300吨 牛其昌 牟德鸿 摄

孙铁军是个走南闯北的招远籍生意人。
多年前到上海跑生意时，因为一次在茶

馆里品味香茗的美妙感受，让他萌生了在家
乡开一间茶馆的想法。

但是回到招远之后，看着乡亲们来去匆
匆、忙忙碌碌的身影，加上朋友们劝阻“没
人有那个闲工夫，开了也没人来”，“咱北方
人没那份雅兴”，“有那工夫还不如搓麻
将”，孙铁军一下子泄了气。

这件事一撂就是五六年。 终于有一天，
孙铁军在城里看到了一家“悄悄开业”的茶楼。
那似曾相识的感觉，让孙铁军油然想起了当年
在上海那家茶楼品茗的经历。而让他不能释
怀的是， 这家刚刚开业的茶楼生意异常兴
隆，孙铁军开始后悔起自己的优柔寡断来。
“生意是在茶楼里谈出来的。 ”离开茶

楼时， 浙江籍的茶楼老板奉送的一句话，让
孙铁军在心里默默念叨了大半天。

不能再等了！孙铁军终于拍板。济南、青
岛、杭州、上海……一路跑下来，行头置齐，

货品上架，茶楼开业。 于是招远有了一家名
为“天庆祥”的茶楼。
“还不算晚，外地商人大规模进驻招远，

也就是这几年招远建起了珠宝城和皮革城
之后的事儿。 ”孙铁军说，由于茶楼用的是
小区门口自己买的门头房，虽然没有房租的
压力，但是因为比较偏，来这里消费的多是
本地生意圈里的朋友， 生意难说多么兴隆。
但让他欣慰的是， 当年劝阻他的朋友们，在
他的带动下也都程度不同地喜欢上了喝茶，
有几个人竟然还成了道行不浅的“茶博
士”，而他本人也在为朋友们一次次的解说
过程中，对茶道更加精通起来。
“店既然开起来了，就得想办法把它做

好。 ”孙铁军说，他已经在招远城东的商业
中心附近物色了一处面积更大的店面。“光
在老少爷们儿圈里做生意， 成不了大器；只
有到大商圈里发展，才能有前途。 ”

（导报记者 牟德鸿 牛其昌 通讯员 李栋

李建 招远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