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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吃”煤吃出新滋味
枣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文化旅游，资源枯竭城市焕发青春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赵慧

对于有“山东南大门”之称的枣庄来说，煤炭是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作为被

国务院列入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的东部地区唯一一个市，由采煤而开埠

的枣庄时刻面临着未来向何处去的难题。“煤炭挖完了，枣庄不是一片肃杀而是一

片繁荣。”对于枣庄的未来，枣庄市委书记刘玉祥自信满满。借助转调之机，枣庄一

方面加大对传统煤炭产业技术改造拉伸产业链，同时加紧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文化旅游为主导的服务业，截至去年，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已达76 . 9%，成功走出了一条资源枯竭型城市转调的路子。

□“枣庄是一个只有387万人口的小

市，产业结构单一，发展起点低，和东部沿海

比是‘第三世界’，必须通过加快发展，实施

转调，否则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去。”

□“过度依赖煤炭资源导致我们抗风险

能力差，思想僵化保守，最终随着资源枯竭

而丧失生命力。所以枣庄不能吊死在资源这

一棵树上，趁早开始转方式调结构。”

□“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句空话，必须

落实到产业和项目上。”

□“老百姓最关心的项目也是我们转方

式的重点，发展的目的本身就是要老百姓得

实惠，让我们干部的水平得到提升。”

从济南到枣庄，采访团一路走来，听到

很多的一个词是：文化旅游。

泰山本身是个神山、圣山，泰山游就是朝

圣游、文化游，而新开发的封禅大典演出，则是

让厚重的泰山文化活起来、动起来、丰富起来。

旅游的底色是文化、支撑是文化。枣庄的定位

是“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倾力打造的台儿庄

古城，处处展现的是运河文化、商埠文化、鲁南

民间文化。旅游主打文化牌，它的生命力就持

久了，基础就厚实了。

旅游是第三产业，是朝阳产业，各地在

转方式调结构中把发展旅游作为一个抓手，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曾几何时，我们的周

围出现了太多的粗制滥造的假景点和毫无

文化内涵的“西游记宫”，没有文化的东西也

不会有什么市场竞争力，旅游重视文化是发

展的新思考、新实践。文化是旅游的基石，促

进了旅游，文化产业在旅游的发展中也壮大

起来，一举两得。

书记转调语录

格记者手记

文化旅游热起来

过去吃粗粮，现在吃细粮
当记者到枣庄采访的时

候，正赶上枣庄投资贸易洽谈

会、薛城中国汽车拉力赛、二手

车交易大会、首届奚仲文化月和

石榴节暨投洽会等节庆活动开

幕，游客大量涌入，让好些酒店

爆满，我们采访团中有的同志

是等别的客人离开后才入住的。

枣庄的同志说，这也是转方式调

结构的结果，“如果天上是烟尘、

地上是灰尘，空气雾蒙蒙的，谁

愿意来这里？”

枣庄不仅经济转型了，空

气也转型了，环境也转型了。

“枣庄是一个工业矿区城市，

新中国成立前和辽宁抚顺、

河北开滦并称三大煤矿城

市，已有138年工业化采煤

史，煤炭经济一度占到枣庄整

个GDP的50%-60%。”枣庄市委
书记刘玉祥向记者介绍，枣庄曾

让人骄傲过，但作为资源型城市

经济结构单一的弊端非常明显，

“煤炭卖不出去直接影响到财政

收入，而且将来总有枯竭的一
天，因此对枣庄来说转方式调

结构势在必行。”

资源枯竭了，煤快挖完

了，但枣庄人对煤的感情还

有，“吃”煤的技巧也比别人高

明——— 用现代企业技术优势

搞资源深加工，发展煤化工产

业。“以前我们就是卖煤，简单

地卖资源，现在通过煤化工

可以生产出甲醇、醋酸等深

加工产品。”枣庄市发改委调

研员刘晓波告诉记者。过去

吃粗粮，现在吃细粮，让枣庄
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卖原料的比例大大降低，

目前枣庄已成为我国产品最
多、规模最大、发展势头最强

劲的煤化工基地之一。

现在的投资结构就是以
后的经济结构，枣庄人深刻地

理解这一点，发展煤化工仍没

有摆脱煤炭经济的范畴，要保

证资源枯竭后的持续发展就

必须引入新的替代产业。“仅

靠政府花钱内在增长是不够

的，政府关键是要创造环境，

吸引外资、民资进入。”刘玉祥
表示，引进发展高新技术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是枣庄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当然，枣

庄不是一线城市，不具备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绝对优势，因

此只能在营造软环境方面下
大力气。”经过努力，全市规模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0% 以上，非煤产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达到76 .9%。

古城有说头有看头有玩头
9月18日，枣庄气温超过

30℃，然而台儿庄古城里依然

游人如织，运河从古城中静静

流过，景区内小桥流水、酒楼

茶肆，完全一派江南景象，漫

步其间，人们仿佛回到了古城

繁华的过去。世界旅游小姐飘
逸而过，为古城平添一抹亮丽

的色彩。树荫下，“柳子戏”传
人一曲《武王伐纣》雄浑高亢。

据了解，古城规划总占地

面积2平方公里，目前一期工

程已完工，并于5月4日举行

了隆重的开城仪式。枣庄也

以重建台儿庄古城为契机，

在台儿庄成立了全国首个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免费

的古城景区“兼具北雄南秀，

人文景观辉映，不是江南胜

似江南”，开城100天游客即

超过50万人。

从卖煤到发展煤化工是

转型，从煤到非煤到高新技术

到文化旅游更是转型，“转方

式调结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对枣庄来

说，在壮大第二产业的同时必

须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其

中文化旅游无疑是最重要的

突破口。”枣庄市旅游和服务
业发展委副主任董叶茎告诉

记者，枣庄市的旅游资源禀赋

高、互补性强，“既有说头，也

能够形成看头，通过开发建设

更有玩头。”大手笔打造的台

儿庄古城正是如此。

过去，在山东省的旅游版

图上，无论是山水圣人还是黄

金海岸，都没有枣庄的事，但

现在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普
通游客，都开始对枣庄刮目相
看了，通过打造“江北水乡、

运河古城”品牌，枣庄以“游”

字当先，其他产业要素跟进，

全市基本形成了以抱犊崮、

冠世榴园、微山湖湿地公园

为代表的观光旅游产品，以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台儿庄
大战纪念地为代表的红色旅

游产品，以盈泰温泉度假村、

汉诺葡萄酒庄园为代表的休

闲度假旅游产品等，今年上

半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6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2

亿元，同比增长29%。董叶茎

说，煤都也能办旅游，也能把

旅游办得红红火火，连许多

当地人都不相信，一位在台儿

庄古城经营糖果生意的女老

板说，没有别的，我们就盼着
二期建成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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