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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权鹏：

让生命在激情中怒放
高位截瘫的甘肃小伙权鹏，今年8月开

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要用双手划
着所乘坐的轮椅，从北京行至海南。9月24
日，权鹏用双手“登”上泰山。他说：“我想
感染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让他们能够走出
家门感受外面美好的世界。”

“民告官”案一年打赢15起

9月30日，泰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泰
安市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即行政审
判白皮书）。白皮书介绍分析了自去年9月
至今年8月以来泰安市行政案件审理情
况。行政案件俗称“民告官”案件，一年来，
该市有15起“民告官”案件老百姓胜诉，胜
诉率为15 . 5%。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见 习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倪青华

变“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

仁者乐山，五岳独尊的泰山，造就了无与
伦比的泰山旅游优势。但其“一览众山小”的

“虹吸效应”也吸走了泰山周边的旅游要素，
导致泰安旅游在过去呈现“一山独秀、周边平
淡、结构单一、留不住游人”的局面。

环围泰山的岱岳区尽管拥有泰山主峰以
外东西两侧的其他支山，有列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的徂徕山，有名扬华夏的大汶口文化和
石敢当文化，还有大汶河、天平湖、天颐湖、天
泽湖、天鹅湖、上泉古泉群等水韵景观，如此
丰富的山水、生态、人文旅游资源，却因泰山

“树大遮阴”，长期“灯下黑”。
对此，岱岳区提出扬弃“依赖泰山、同质

发展”的惯性，秉持“依托泰山而不依赖泰山，
链接泰山而不连累泰山”的理念，做活“错位
发展”的文章。

按照这条思路，岱岳区确定了“泰山观
光、岱岳休闲”的旅游发展定位，提出了“打造
品牌树立形象，百花齐放形成集群，带动产业
同步提升”的“三步走”战略，规划了“两条观
光休闲带”、“六大精品旅游区”，相继策划建
设了徂徕山滑雪场、泰山温泉城、天乐城水世
界、太阳部落文化景区、刘老根大舞台、天颐
湖旅游度假区、泰山人家乡村旅游等一批与

泰山功能迥异、相互配套、富有休闲特色的精
品旅游项目，并串点成线，自西而东形成了环
泰山休闲旅游产业带。

“我们6个人一起来爬泰山，下来正好赶
上看演出，演员阵容强大，全场氛围特别好。
今晚就在泰安住下，打算明天再去其他景点
玩玩。”10月6日晚10点10分，在刘老根大舞台
剧场看完演出的安徽游客王先生告诉记者。

作为除东三省和京津冀之外的山东独一
家，容纳量为1200人的刘老根大舞台“十一黄
金周”期间天天座无虚席，7天共接待游客0 . 85
万人次，实现收入251 . 9万元，同比增长18 . 6%，
有效弥补了泰安夜间游的空缺，成为“吸引人
靠山、留住人靠城”的一大法宝。

变“看”宝盆为“聚”宝盆

早在5000多年前，东夷先祖的一支就涉
足地处泰山、汶水之间的大汶口盆地，创造了
灿烂的大汶口文化，后人视此地为“宝盆”，发
出了“自古文明膏腴地，齐鲁必争汶阳田”的
感叹。这里不仅有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
其腹地还藏有岩盐、石膏等很多“宝贝”。但过
去由于对自然资源认识的不足，致使这些“宝
贝”长期尘封于地下。

为保证物尽其用，岱岳区引进新矿集团
在此规划建设了集盐浴漂浮、温泉养生、康体
娱乐于一体的天乐城盐海神汤项目。

“大汶口盆地是一处埋藏了6500万年的
‘地下死海’，天乐城盐海神汤项目，正是依托
当地极为丰富的盐矿资源建设，所用盐水全

部取自埋藏盆地深度1700米的地下岩盐。”天
乐城总经理渠杰介绍说。

天乐城盐海神汤建设，是岱岳区变“看”
宝盆为“聚”宝盆，依托资源优势招引大客商，
培植大项目的一个缩影。

用好这个法子，岱岳区依托温泉资源建
设了泰山温泉城，依托淡水资源建设了天颐
湖风景区、天乐城水世界，依托咸水资源建设
了盐海神汤，依托大汶口文化资源建设了太
阳部落，依托生态资源建设了盛世仁和葡萄

酒庄等颇具休闲特色的旅游大项目。目前，全
区景区、景点达到15处，“岱岳休闲”亮点频
闪，为泰安旅游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变“小不点”为“大哥大”

太阳部落项目是国内首家展现史前文明
的特大型文化景区，现已通过国家4A级旅游
景区现场验收，自去年4月3日开业至今共接
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收入1 . 78亿元。乘势而
上，做大做强，今年二期项目在五一前启用，
全年接待游客有望突破10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1 . 5亿元。

天乐城旅游休闲区一期建筑面积26000平
方米的水世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目
前国内规模最大、娱乐设施最先进、舒适度最
佳的室内四季水上娱乐项目。该项目启用后，
弥补了泰安旅游“游山不能玩水”的缺憾，使

“北游山”与“南玩水”相得益彰，拉长了泰山
旅游的短腿。

与徂徕山滑雪场相配套，利用当地的地
热资源，建设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泰山温泉
城，打造“上山滑雪，下山泡温泉”特色风景，
赢得了“中国首席山地森林温泉”的美誉。

泰山版刘老根大舞台项目，利用交通、区
位和旅游的优势，在秉承本山传媒文化品牌
特色的基础上，与地方文化和泰山文化优势
互补、完美融合，尽显百姓文化风格。自去年
开业以来，上座率、营业收入均列全国9家连
锁店前3名，成为泰安文化旅游的新看点。

引进大客商，培植大项目，一改岱岳旅
游项目规模小、布局散、特色弱、发展慢的
尴尬局面，“岱岳休闲”品牌的知名度和竞
争力显著提升。A级旅游景区达到7家（其
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4家）、原生态旅游
景区1家，创建省级旅游强乡镇、特色村、
农业旅游示范点20个。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郑 莉

产业发展经历坎坷

10月11日，记者跟随两位顾客，走进了位
于泰安市光彩大市场的“泰山情”麻纺织制品
经销店。一进门，一张伸展悬挂在墙上的红色
小麻人桌布映入眼帘，小麻人姿态活泼，配以
花束图案及蕾丝花边，好似一件艺术品。店内
两侧展柜上，白底绿色大花图案的沙发垫、花
样丰富的床上用品、麻质衬衣裤子、棉麻混纺
的袜子鞋垫等整齐摆放，吸引顾客驻足挑选。

“我的店里现在有泰山麻纺织制品6大类、
20多种产品，泰山麻走到今天不容易。”“泰山
情”麻纺织制品经销店经理谢世赢已与麻结缘
24年，说起泰山麻的发展历程，他滔滔不绝，
“泰安市麻种植历史悠久，西汉刘安所著《淮南
子》中就有相关记载，泰山麻因麻纺织技术在
西汉最为成熟又称泰山汉麻。1985年以前，泰
安市农村家家户户都种麻，夏天的池塘、河湾
里都是泡麻的。因为按传统沤制法取得的麻纤
维较为粗糙，很少用于织布，主要用来纳鞋底、
织麻袋、做绳索。”

泰山汉麻真正开始改变生产种类是在
1984年，当时泰安市东平县麻纺厂厂长张道臣
取得了“大麻化学脱胶工艺”专利，开启了泰安
市专攻大麻纺织技术的大门。1987年，泰安市
大麻纺织科学研究所成立，并于1989年在该研
究所基础上成立了泰安市大麻纺织实验厂，
1992年成立泰安大麻纺织集团。研究所后来研
究出的大麻生物脱胶、制条、纺纱、织布、染色
等技术，不但开发出了台布、凉席、袜子等麻纤
维制品，还成功研发出了服装面料，使大麻纺

织有了更广泛的利用空间。但终因无法突破发
展瓶颈，2003年，经营了15年的泰安大麻纺织集
团宣告破产。

“集团破产后，整个泰安麻纺织行业没有
龙头企业带动，就陷入了低谷，我也跟着下了
岗。”谢世赢一声叹息。

改变“泰山无麻”窘况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的不断提高，麻
纤维的吸湿透气、耐热、防紫外线、抑菌等特
性，使麻纺织制品成为市场回温的重要卖点。
但在泰安大麻集团破产后，因为没了销售渠
道，不少农户放弃种麻，泰山麻种植面积逐年
减少，甚至出现了“泰山无麻”的窘况。

泰山汉麻专业委员会会长、泰安市金飞虹
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刚告诉记者：“目前，
泰安市有6家规模较大的麻纺织企业，都需要
从安徽、山西等地购买麻纱，仅我们一年就需
要麻原料近千吨。外购的麻纱，麻纤维粗、短，
品质不如泰山麻，成本也抬升了。”

要想重新振兴泰山麻纺织产业，首先要解
决原材料问题。经过多方努力，9月22日，金飞
虹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签订麻
类产业技术合作协议，由研究所选育适宜当地
种植的优良麻类品种，在大汶河沿岸岱岳区马
庄镇建成50亩试验种植基地。“培育出泰山麻
新品种后，我们还会扩大种植面积。”李俊刚
说。

此外，国内首个麻纺织院士工作站也落户

在金飞虹公司，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带领的
纺织材料科研团队，依托泰安麻丝资源和织造
产业优势，推动麻纺织企业加快核心关键技术
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培养。目前，金
飞虹已申请专利60余项，其中国际专利5项，有
100多个产品填补国内外空白。

“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希望看到泰
山麻产业的发展壮大。”李俊刚表示，泰安目前
拥有20多家中小型麻纺织加工企业，但整体上
品牌影响力还不够强。

挖潜海内外市场

10月9日，在金飞虹公司车间内，伴着富有
节奏的“咔嗒、咔嗒”声，二十余台纺织提花机
有条不紊地运行，千丝万缕的麻纱线被织成了
带有蓝色花朵图案的布料。

“现在做的是要出口意大利的产品。”正在
照看2台机器的工人李华凤笑着对记者说，“我
在这个厂工作9年了，以前可没有这么多好看
的花样，现在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了。”

“年轻人喜欢有创意的东西，比如把婚纱
照打印在麻窗帘、床上用品上。”说着，李俊刚
向记者展示了私人订制的婚庆用品，“目前，已
有10多对新人购买了该产品。我们将继续通过
网络平台扩大营销范围。”

面对巨大的市场潜力，泰山汉麻企业利用
“泰安四宝”这一称号，开发了形式多样的旅游
商品，麻织泰山风景画、特色背包、有防紫外线
和降温防暑功能的登山衫等，都为游客所喜
爱。并且，积极拓展国外市场、扩大目标消费人
群。

李俊刚告诉记者：“泰山汉麻产品已经打
开海外市场，尤其受到欧美消费者的青睐。我
们制定高标准、提出严要求，去年公司的出口
量接近销售总量的一半，而且利润比国内市场
高三成左右。”

岱岳区建设环泰山休闲旅游产业集群

从依赖泰山到依托泰山的嬗变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董 梅 唐秀芹 王爱珍

泰邦生物公司的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
专项项目——— “凝血因子类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获得立项；蓝光软件公司“数字化采
矿关键技术与软件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基于三维GIS的矿山装备远程可视化控制
系统”项目，获得省自主创新重大专项；力博重工公
司“长距离多点大角度小半径空间转弯带式输送系
统”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华鲁锻压公司
“TDT44－16×2200高强度板料液压移动剪开卷生产
线”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走进泰安高新区，浓浓的科技味令人印象深刻。
“我公司的主导产品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
工业十大杰出人物、泰安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满山介绍说，
“自主创新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主要得
益于高新区为我们打造的创新环境。”

泰安高新区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见，引
导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搭建融资服务平台，引进
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和16家担保、小额贷款、民间资
本管理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人才、项目、产
业、科技、金融”一体化思路，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中介服务，培育
“崇尚创新、鼓励创造、支持探索、宽容失败”的创
业创新精神，使区内企业想创新、敢创新、能创新。

“我们重点培育创新主体、强化载体和平台建
设。”泰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景文介绍说，高新
区目前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5家；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56 . 38%，高出全省
平均水平25 . 44个百分点；区内80%以上的规模企业与
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多元化、多方式的产学
研合作架构已经搭起；围绕结构调整和传统转型升
级，重点支持主导产业和生物制药、新材料、节能环
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进行科技创新。

泰安高新区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技术支持
等举措，推进企业创新研发平台建设，集聚创新要
素。现已拥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45
个，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等5
个；市政府与中科院沈阳分院共建的山东综合技术转
化中心落户高新区，航天集团和航天特车共同创立了
“航天特种车研究院”；目前正以泰开集团为依托，
筹建泰开电力研究院；以力博重工为依托，建设中澳
散料运输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泰邦生物为依
托，建设国家血液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国家
级输变电器材特色产业基地，省级信息技术产业基
地、软件产业园、海洋产业配套服务基地、节能环保
产业园、省级矿山装备产业集群等，今年又启动了国
家矿山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创建工作，成为高
新区科技创新的引擎。

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促进了高新区企业的发
展、产业的聚集和经济的提升。今年上半年，实现技
工贸总收入175亿元，同比增长25%；实现规模工业利
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5 . 8%、32 . 7%；完成全区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 . 42亿元，同比增长22 . 12%。

李景文表示，未来通过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着力构建富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
体系，将高新区建设成为区域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转变发展方
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实现创新驱动与科学
发展的先行区域。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过半———

泰安高新区

透出浓浓科技味

从“无麻可用”到受海内外市场追捧

“泰山汉麻”期待王者归来

◆大舞台上看演出，部落村里玩

穿越，天颐湖上观海景，天乐城里亲

水游，徂徕山下泡温泉，山外山里乐

采摘……“十一”黄金周期间，前来泰

安市岱岳区休闲游玩的游客接踵而

至。自西而东环围泰山的“岱岳休闲”

产业带，犹如挂在泰山前怀的一串钻

石项链，以其独特的魅力，掀动着岱

岳旅游持续升温。

仅国庆七天假期，岱岳区重点景

区共接待游客15 . 32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1830 . 13万元，各景区同比均有增

长。2013年，岱岳区分别被评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好

客山东最美风景县”，今年又被省旅

游局批准为乡村旅游专项改革试点

县，推动泰安旅游实现从依赖泰山到

依托泰山的嬗变。

□见习记者 郑莉
通讯员 闫晨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十一”黄金周期间，泰
安市旅游接待持续火爆、旅游效益明显增
长，共接待游客283 . 1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5 . 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 . 9%和12 . 2%。

“十一”期间，以泰山为“龙头”的
“吸引人靠山、留住人靠城”大旅游格局凸
显。泰山景区旅游人数、门票收入高位运
行，共接待游客36 . 7 4万人次，实现收入
3277 . 66万元。城市旅游板块整体提升，太
阳部落、天乐城、宝泰隆度假区、刘老根大

舞台、方特欢乐世界、泰山温泉城、泰山封
禅大典、花样年华等八个景区接待持续火
爆，共接待游客25万人次，实现收入3105万
元。旅游大项目吸引游客“既进山又进
城”，形成全市旅游的双轮驱动、“山城”
互动发展的局面。

据统计，“十一”期间，散客旅游者约
占泰安市接待总量的70%以上，自驾自助游
成主流。游客逗留时间增加，有五成左右的
游客选择了过夜游，10月2日至4日，城区重
点社会宾馆入住率达到100%，重点星级饭店
入住率均在90%以上。

■探访泰安四宝③

◆麻，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种植历史，是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使

用的天然纤维之一，有

“国纺源头，万年衣祖”

之称。泰安依山傍水的

地理条件，造就了泰山

汉麻纤维极佳的品质，

被称为“麻中之王”。泰

山汉麻产业在挫折中成

长，如今作为全国四大

麻纺织产业基地之一，

泰安拥有泰山汉麻专利

60余项，产品受到海内

外市场的追捧。

泰安“十一”黄金周

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2%

▲10月9日，泰安金飞虹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加
工生产泰山汉麻制品。

□王佳声 姜斌 报道

▲10月1日，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内游人如织。

□郑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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