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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苍山讯 (通讯员姜
海涛 姜建军)1 月 23 日，在
上海家乐福超市蔬菜区挤满了
前来购菜的市民，蔬菜标识上
醒目书写着“新苍山优质蔬
菜”。苍山蔬菜已打入家乐福
等 7 家大型超市 102 个门店，
每日在上海销售量超过 1200
吨 。作为该县新推出的品
牌——— “新苍山优质蔬菜”，
已经为上海市民所熟知。以新
苍山优质蔬菜进上海、进超
市、进世博会为主要内容的
“三进”工程掀起了该县蔬菜
产业的“第二次革命”。

“生产优质蔬菜，种植源

头是关键，根本环节就是建立
基地，实施标准化生产。”苍
山县蔬菜局赵纪恩说。近年
来，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99
万亩，在基地发展中大力推行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种植模式，重点培植种植专业
村、发展专业户，不断扩大优
质蔬菜基地规模。在协调服务
中加大对基地蔬菜大棚体改
造，建设智能型温室，引导种
植精细特高品位蔬菜，大力发
展订单蔬菜规避市场风险，逐
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蔬菜产
业区。在种植过程中，由蔬菜
专业技术员统一指导，按照产

地环境、生产技术、产品质量
“三达标”的要求，制定操作
规程实行标准化生产。通过
“科普村村通”、技术服务组
织和科技特派员等方式为蔬菜
种植提供技术服务，培植出一
批科技示范乡镇、科技示范
村，逐步形成了多位一体、纵
横连贯的科技服务网络。到目
前，全县已发展无公害蔬菜
40 万亩，大蒜 27 万亩，牛蒡
10 万亩，红辣椒 6 万亩。

为确保输出蔬菜质量，该
县投资 400 多万元建成了“无
公害蔬菜检测与监控中心”，
配置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液

相、气相、原子吸收等检测设
备，可进行药残、肥残、重金
属等 100 多项指标的检测。各
蔬菜批发市场、农资服务站、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也相应设
立了检测站。新苍山蔬菜正成
为高品位的象征，“品牌经
营”成为该县蔬菜产业化发展
的新引擎。目前，全县已有
14 个品牌 98 个品种获得无公
害农产品或绿色认证，凭着鲜
明的形象和绿色的品质，越来
越多的品牌蔬菜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

该县把市场流通作为提高
蔬菜产业化经营水平的一项重

要举措，随时向菜农和农户提
供各地市场的蔬菜价格和供求
信息。在收购环节，对蔬菜进
行分拣、净化，实行环保包
装，做到“净菜入市”。与南
方主销区蔬菜市场建立起优质
蔬菜产销联盟，成立了新苍
山绿色蔬菜产销协会，组建
了供销社控股的蔬菜营销公
司，通过两个渠道成功对接
高端市场。该县供销集团公
司还在上海江桥市场精品菜
区设立了销售专区，将基地蔬
菜销往上海大超市，特别是实
施农超对接，形成从田间直接
到配送中心或超市货架的直通

渠道。
苍山蔬菜种有规模，销得

更有特色，苍山有 20 万人的
销售大军，目前上海每天消费
的各种蔬菜 70% 以上是由苍
山“菜老板”从全国各地
“送”来的。由蔬菜运输发展
起来的荣庆物流集团已跃居为
“中国冷链运输第一供应
商”，从事蔬菜运输 5 年多的
司机张兴宝介绍：“我们车队
全部是冷链运输，在蔬菜运送
中通过绿色通道， 8 个小时就
能抵达上海，前一天下午采摘
的蔬菜第二天早上就能端到市
民餐桌上。”

进上海 进超市 进世博会

苍山蔬菜掀起“二次革命”

2009 年，面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严重冲击和诸多不利因素，
邹平县促投入、促调整、促发
展，全力以赴保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
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县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460 亿元，同比增长
12 . 5%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到
4 . 8 ∶ 74 . 8 ∶ 20 . 4 ；完成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 120 亿元，增长
42 . 3% ；完成财政总收入 53 . 62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28 . 38
亿 元 ， 分 别 增 长 1 0 . 2 % 和
17 . 7% 。

王传民代表介绍，邹平在发
展工业过程中，坚持增投入、扩
总量，调结构、提质量，在发展
中调整、在调整中提高，构筑现
代产业体系，全力推进工业强县
建设。去年邹平坚持以项目调结

构、促发展、增后劲， 35 个生
产性重大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完
成投资 93 亿元， 23 个项目竣工
或投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
高，全县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34
家，其中省级 8 家，产品标准动
态覆盖率达到 95% 。拥有中国
名牌 3 块、山东名牌 31 块、中
国驰名商标 3 件、山东省著名商
标 17 件。邹平还积极推进企业
上市，随着三星集团中国玉米油
在香港成功上市，现在邹平上市
企业已经达到 6 家，融资额度超
过 80 亿元，企业上市个数、融
资总额均居全省第一。在工业强
县的同时，邹平大力推进节能减
排，共关停“土小”企业 120 余
家，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6 . 5% ，削减化学需氧量 1320
吨，削减二氧化硫 16000 吨，分

别 完 成 “ 十 一 五 ” 任 务 的
82% 、 90% 和 90% 。

王传民代表说，今年是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上升为国
家级开展战略的第一年，也是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第一
年，对于邹平来说，这是千载难
逢的机会。下一步邹平要抓住机
遇，认真研究，切实把握发展的
脉搏，搞好两大开发的对接，在
新一轮的战略发展中争得主动。
今年将在改造提升家纺服装、新
型材料、食品加工、机械制造、
精细化工、高档用纸六大支柱产
业的同时，着力培植壮大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实
力，确保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 1560 亿元、增加值 378 亿
元、利税 120 亿元。鼓励扶持优

势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实现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 400 亿元，占规模
工业比重达到 25% 以上。同
时，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
务、硬指标，作为科学发展综合
考核评价和业绩考核的重要内
容，严格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
制。开展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专项
行动，大力开发、推广和应用节
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
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力争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3% ，化学需氧量削减 120 0
吨，二氧化硫削减 10000 吨。

本报记者 单体敏

省人大代表、邹平县委书记王传民谈抢抓机遇

邹平加快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省人大代表、邹平县委书记王传民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今年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上升为国
家级开发战略的第一年，也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的第一年，邹平今年要抢抓机遇，搞好两大开发的
对接，在新一轮的战略发展中争得主动。

针对我省提出的“新型
城镇化”战略，围绕怎样更
好地走“新型城镇化”道
路，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
学院院长刘甦进行了深入研
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提案。
刘甦教授认为，未来我省城
镇化道路的选择应该立足于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走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着力提高城镇
化质量。

刘甦委员提出了以下建
议推进“新型城镇化”进
程：一是实施差异化的城镇
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全
省城镇体系。东部地区重点
是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注
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中部地区在城市扩大规模的

同时，提高城镇化质量；西
部地区重点是扩大城镇规
模，提高城镇容纳力。二是
实施城乡统筹，推进农村城
镇化快速发展。为了实现我
省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的目标，应该加大小城镇基
础设施投入，完善并提升小
城镇城市功能，逐步实现农
村城镇化。同时严格实行县
域村镇体系规划，按照规模
适度、布局合理、设施配
套、服务完善的要求，结
合迁村并点，搞好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尽快改变我
省落后地区农村陈旧败落
面貌。三是以解决民生问
题为着眼点，努力建设和
谐城镇。采取努力扩大就
业，搞好社会保障，加快

发展社会事业，优化城乡
社会资源配置并向农村延
伸等措施，推进和谐城镇
建设。四是以户籍改革为
突破口，创新城镇化发展
的体制机制。以户籍改革
为突破口，推进与其相关
的就业、住房、养老、医
疗、教育等配套改革，探索
购房落户、城乡就业一体
化、社会保障一体化，打破
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

“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解
决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
深层次矛盾，比如消费需求
不足、服务业比重不高、资
源环境压力大、城乡就业和
农民增收难的有效途径。”
刘甦委员说。

本报记者 杨德超

1 月 27 日，两名姑娘在桃棚里赏花拍照。
春节临近，沂蒙山区沂南县虽然冰雪还未融化，但是该县

数千亩大棚桃树开始进入花期，粉红色的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了
很多群众前来观赏，感受春的气息。 (杜昱葆 张景兵 摄)

2009 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
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
见》，“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标志着我省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意见》指出，山东
省将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
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
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注重城
乡一体化发展转变。到 2012 年，山
东省城镇化水平达到 50% 以上，山
东半岛城市群达到 60% 以上；每年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100 万人以上。
2020 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达到 60%
以上，山东半岛城市群达到 70% 以
上。

注重提升质量内涵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两会话题

代表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