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强市

奏响高质量发展强音

青州市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红
绿灯”，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强化创新驱动
和绿色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发展方式转
变，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规
模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 4%，完成工业总
产值854 . 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867 . 3亿元，工业
强市迈出坚实步伐。

创新驱动，保障好项目聚集落户多。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青州深入实施人才优
先发展和创新驱动战略，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
用，全面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创新平台扩
量提质工程，提升科技创新平台的研发能力和
技术攻关水平。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支
持力度，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育苗造林”行
动。目前，该市各类创新平台达230处，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比达30 . 6%。

龙头引领，产业集群强势崛起。坚持重点
突破工业，大力实施“二六十百”工程，突出
高端化工、智能制造“两大主导产业”，统筹
“六大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谋划打造“十
个特色产业园区”，倾力培育弘润石化、英科
医疗等“百家骨干企业”，全力构建“产业引
领、集群发展、园区支撑、企业高效”的现代
工业模式。目前，该市年产值超10亿元企业达
到8家，弘润石化超过500亿元，耐威智能航
空、科尔泰重工、超同步伺服电机、新松机器
人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已成集群。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双招双引”。该市
着力营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深化服务流程
再造，完善“一窗受理”服务模式。全面落实
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和“六稳”“六保”各项政
策，加大送政策上门力度，“一企一策”落实
帮扶措施。加快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中心、蔬菜
种业离岸研发基地，打造“人才+项目+产业”
创新综合体，全面提升人才承载力。开展产业
链招商、以商招商、产业园区招商等，完善全
流程招引服务，切实提高招商质效。2020年新
增到位资金纳统项目100个，新增到位资金133 . 5
亿元。

旅游强市

打造全域旅游“青州样板”

作为古九州之一的青州，文旅底蕴积淀深
厚。去年以来，青州市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作为有力抓手，开创“文旅融合、城景合
一、主客共享”的全方位发展路子，让散落的
文化和旅游资源实现从“休眠”到“唤醒”的
转型重塑，打造全域旅游“青州样板”。清明

假期三天，青州市重点监测景区共接待游客
25 . 1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35 . 36万元。

推进文化旅游一体化融合。依托丰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生态资源，把全市作
为一个“大景区”进行整体规划，大力推进文
旅融合，形成“激活记忆、跨界融合”的文旅
融合模式。充分挖掘青州独特而厚重的历史文
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培育书画、赏石等
休闲文化，打造书画小镇、花卉小镇、根雕小
镇、文博小镇等特色文化小镇，努力建设文化
创意旅游基地。突出“山、水、花、城”特
色，打造古城5A核心景区、东部花卉休闲区、
东南健康养生度假区、西南山地森林生态观光
区、北部农庄田园体验区。

突出业态融合，丰富产品供给。加快推进
“旅游+”向“+旅游”全面升级，大力发展新
模式新业态，构建全景、全业、全时的旅游格
局。深入挖掘非遗传承保护旅游潜力，100余家
传习坊(所)及文化创意店铺“扎堆”非遗集聚
区，每年常态化开展非遗演出700余场次。依托
丰富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夜间旅游，“夜游古
城”等55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初具规模。

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富民增收。精心培育
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
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景区乡村共
建、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井塘、胡林古、
桐峪沟3个村被评为2020年全省精品旅游特色
村。大力发展民宿产业，1家五星级、1家四星
级精品民宿通过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评审。截
至目前，全市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60余家，精
品民宿47家、农家乐400余家，带动20余万群众
年均增收超过20%，实现旅游就业14 . 3万人次。

文化强市

铸牢发展硬支撑

没有文化发展新优势，就不会有区域核心
竞争力新优势。青州市坚持“文化是一座城市
的灵魂”理念，全面打响“文化青州”品牌，
呈现出以文化激发活力、以文化推动发展的生
动局面，文化优势已经成为青州经济社会发展
的点睛之笔。

深挖历史文化，古城焕发新活力。先后投
资6亿元，启动古城保护修复工程，使千年青州
古城又恢复了历史旧貌，成为目前省内保存最
完好的一座活古城。2017年2月，青州古城旅游
区成功晋级国家5A级景区。采取“政府买单、
百姓受益”的方式，依托非遗艺术团、非遗传
习中心、非遗传习坊等院团，在古街、宋城等
开展40多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展演，向广大游
客和市民免费展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展文化产业，凝聚特色产业集群。出台
一系列培植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书
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九大书画市场、六
大书画写生创作基地、五个书画交流培训平

台、三个民间支持体系在内的书画产业集群。
现已有书画经营业户800余家，从业人员近5万
人，年书画交易额100亿元以上，年书画展览
1000多场。

实现文化惠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深入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市财政每年拿出6 0 0万
元，组织开展“千场大戏进乡村”“精品大戏
惠民行”等文化惠民演出。加强基层综合性文
化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提升。青州市
图书馆、文化馆均被评为国家一级馆，并免费
向市民开放。1054个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达标率100%，形成完整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花卉强市

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花卉产业是青州的特色产业。青州市以
精心打造“青州花卉”品牌为抓手，聚力花
卉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坚持推进产业转型提
升，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持续向
好。目前该市花卉种植面积13 . 1万亩，花卉生
产专业村136个，从业人员15万人。花卉生产
品种3000多个，远销28个省区市。青州已经成
为南花北运、北花南调的中转站，是全国最
大的盆花生产中心、盆栽集散中心和花卉物
流中心。

打造集群，提升产业竞争力。编制花卉产
业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先后出台市场建设、电
商发展等7个方面关于加快花卉产业发展的59项
补贴、奖励政策。大力发展“花卉专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成功创建2家国家级、6家省
级、17家市级。组建青州花卉产业集团，年销
售额突破7000万元。连续18年成功举办中国(青
州)花卉博览交易会，累计接待客商超500万人
次，现场交易额超40亿元。建成“青州市花卉
进出口检疫隔离圃”，成为山东省唯一一家花
卉检疫隔离圃，实现花卉自主出口零突破。

注重创新，实施“科技兴花”战略。先后
与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
单位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已有1名博士后、6名
博士、13名硕士、2名专家与花卉学院、亚泰花
卉等院校、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引导花卉企业
加大科研投入，强化种苗研发生产，先后研发
出“青州仙子兰”“青州雪峰”“云门香”等
13个花卉新品种。良种引进推广力度不断加
大，成功引进凤梨、蝴蝶兰、多肉植物等优良
品种126个。全年花卉产值稳定在93亿元左右，
市场交易额110亿元。

发展花卉电商，激发产业新活力。不断培
壮花卉产业基础，利用平台效应推动花卉全产
业链深度融合再升级，为产业强市和乡村振兴
战略顺利实施加注新动力。推进花卉产业触
网，加快产业智慧化步伐，打造国内首个花卉

产业电商交易平台——— 中国花卉电子商务交易
中心、善融商务青州花卉馆、中国青州盆花交
易结算中心和花多采等多个大型综合电商平
台。目前，该市已有600多家花卉企业、经销商
和合作社注册网店，初步形成以花卉特色产业
带为中心，以机械制造、农特产品、钢材贸
易、乡村旅游等为支撑的“一带多点”青州电
商发展新格局，实现花卉电商交易额25亿元。

生态强市

书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青州市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优先贯
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全力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新青州，走出了一条
绿色发展、生态强市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
全市经济社会呈现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
好态势。

依法划定“生态特区”，加强原生环境保
护。青州市从“立规矩”入手，把生态优先理
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人大决
议形式，先后出台西南山区生态保护、水源地
保护、云门山风景区保护、古城保护4个决议，
坚持用法治守护生态红利。坚持封山育林，见
缝插绿。在城区，开展单位庭院、居民社区、
房前屋后无死角植树绿化；在乡村，实施山体
造林美化、农田道路绿化美化、村镇驻地绿化
美化、水系绿化美化四大工程。每年投入专项
资金400余万元，确保每年荒山绿化0 . 7万亩。
吸引40多家社会经济组织承包经营荒山，建设
各类生态林、经济林4万余亩，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41 . 6%。

重拳治水，创新机制，做好古城水文章。
在全省率先实行河长制，实行河道物业化管
理，搭建“智慧河长”管理平台，用信息化手
段提升管理效能。对辖内水库、池塘、湿地实
施水生态景观式保护治理，实现境内“五河五
库”水系串连贯通。对辖内22座水库进行全面
改造提升，建设拦河坝和水池455处，增加蓄水
能力200万立方米。沿水沿河栽植各类乔木40余
万株、花灌木142万平方米，种植草花35个品
种、地被68万平方米，有效涵养水源，防止水
土流失。

坚持生态富民惠民，共建共享绿色发展。
立足山区优越自然条件，青州市在宜林耕地栽
植蜜桃、核桃、山楂、柿子等经济林木；在浅
山区栽植连翘、黄栌、杜仲、金银花等中药
材，形成“春季赏花、夏季看绿、秋季摘果”
绿色产业链条。同时，整合优质资源，以旅游
项目为抓手，加快特色乡村旅游业态培育，农
业、农村焕发出新生机。近年来，青州市成为
全国最大山楂鲜果交易集散地，果品加工企业
发展到152家，全年山楂制品产值达14亿元，带
动1 . 2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聚聚焦焦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建设“五强四宜”现代化美丽青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站在“十四五”开局的历

史节点上，青州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工业强市、旅游强市、
文化强市、花卉强市、生态强市和宜居宜业宜游宜养“五强四
宜”现代化美丽青州，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人居环境

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市、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全
国文化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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