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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近1648亿元
企业是县域经济当务之急

“有了龙头，还要带起龙身”
刘卫国委员建议扶持县域中小企业

本报2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张頔 记者 王光照 赵

丽 ) “大项目对县域经济的
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成长于本
地的中小企业应该受到更多
的扶持。”市政协委员刘卫国
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切身
的体会，他认为在龙头企业身
后，中小企业应该加速成长，
逐步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力军。

刘卫国是济阳县一家塑
胶企业的董事长，他认为县域
经济发展的重点一定是在工
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县域
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由
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过程。由于投资规模的限制，
在本地成长起来的县域经济
主体是中小企业，他们的健康

成长对增快县域经济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

“现在县区都很注重招商
引资，努力吸引大项目落地。”
刘卫国认为大型工业项目的
建成，好比是为县域经济搭起
了一身骨架，要想血肉丰满还
离不开之后中小企业的不断
发展。政府尤其应对一些成长
性的中小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使其尽快壮大。

“光有龙头企业还不够，
后面的龙身也要逐步强壮起
来。”作为政协委员，刘卫国提
交了一份关于扶持县域经济
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希望有
更多的中小企业通过为龙头
企业做好配套，从而找到自己
发展的机会。

祖爱民代表谈济阳县域经济：

提升工业园 开发澄波湖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赵
丽 王光照 见习记者 张
頔) 27日下午，济南市人大代
表、济阳县委书记祖爱民在分
组讨论时谈到本县县域经济
的发展，对济阳的发展优势和
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

祖爱民说，今年济阳明确
了“济南次中心城市、济南北
部新型工业基地、省会后花
园”三个发展定位，进一步与
省城深化对接融合。

祖爱民表示，今年济阳将

在几大方面进行努力：首先是
抓项目、抓优势产业，尤其要
将台湾工业园提升打造好。另
外一个重点是加快澄波湖深
度开发，完善道路等基础设
施，力争5月底澄波湖大桥正
式通车，两年内项目建成。此
外，在澄波湖西北部规划建设
了占地300亩的温泉度假村，
争取年内具备初步接待能力。
着力打造澄波湖旅游、温泉度
假和农业休闲观光“三位一
体”的近郊旅游品牌。

王敏参加分组审议时要求：

县区经济有差距更要埋头苦干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马云云 戚
淑军) “在全省率先实现建成更高水
平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做的工作很多，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埋头苦干。”27日
下午，济南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
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在参加历下
团分组审议时表示，济南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埋头苦干的精神。

王敏认为，“埋头”就是不左顾右
盼，不犹豫徘徊，不等待观望，牢牢盯着
济南的发展目标，毫不松懈地干好事
情。工作中，干事业会遇到许多矛盾和
问题，但是不干，社会矛盾会更多，问题
会更大，不发展甚至发展慢了，不要说
济南市的地位要下降，就连济南百姓期
盼的事情也没能力解决，发展才是硬道
理。“埋头，就要认准一个方向，脚踏实
地地去干。”

“苦干”，王敏表示，对待工作，要付
出百倍的努力，不是三心二意地干，不
是干一半留一半，济南经济发展的基础
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有些县区经济与
周边一些城市相比还有差距。“我们没
有别的选择，只有埋头苦干，才能够把

济南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
虽然面临困难，但谈到济南未来的

发展，王敏依然信心十足。王敏在发言
中表示，济南应该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作为省会城市，有很多有利条件，也
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这是进一
步前进的基础。今后需要用更高的标
准、更高的要求推动济南发展。

在参加政协关于科技创新的分组
讨论时，王敏表示，科技创新首先要选
准方向，作为一个城市，济南要选一个
适合济南的、有济南特点的科技创新方
向。高新区承担了探索科技创新、推动
科技创新、引领科技创新的责任，高新区
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起到表率作用。其
次科技创新要完善机制。济南创新资源
丰富，创新成果也不少，但转化率还不
高，许多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科技成果不和资本市场结合，建立
不起纽带和桥梁，科技成果的转化就是
问题，建立起科研成果和资本的快速通
道是完善科技创新机制的首要问题，济南
今后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最后，济南在科
技创新方面还要务求实效，形成规模。

杨鲁豫参加分组审议时表示：

要从靠政策招商到靠环境招商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马云云 戚
淑军) “要从依靠政策招商转到依靠
优化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招商这个方向
上来。”27日，济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杨鲁豫参加章丘团分组审议和市政协
加快工业发展的专题讨论会上，就如何
优化发展环境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杨鲁豫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十分
关注，“济南最大的优势是省会城市，要
思考怎样把这个优势变成发展的有利
因素，把优势资源变成优势产业，把潜
力变成实力，比如我们的泉水在全国城
市中是不多见的，要思考怎么能把这种
资源做响，带来丰厚的效益。”在章丘代
表团，杨鲁豫表示，目前个别领导干部不
同程度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
群众等问题，小富即安、小成即满，或者想
做事能力不行，比如用传统的方法和定势
来解决新问题，“面临困难是正常的，要
学会用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经济的发
展，老是用行政手段怎么能适应发展？”

如何吸引更多企业落地、让更多企
业家安心在济南创业？“思路决定出
路”，在市政协加快工业发展专题讨论

会上，来自企业界的6名政协委员分别
就各自领域发展状况提出意见建议，杨
鲁豫都一一记录。他表示，济南工业在
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但这些年我们在
走下坡路，不是没发展，而是别人发展
得比我们快”。他要求，“要搞项目、增加
投资、要搞好园区建设、要发展县域经
济，这都是现实而繁重的任务。”

一些政协委员提到招商的问题，杨
鲁豫表示，“我们要从过去主要依靠甚
至单纯依靠政策招商，转到更多地靠优
化环境、提高服务质量这个方向上来。”
他说，给政策往往是让财政多拿钱，而
以多拿钱作为发展产业和项目的基础，
今后很多项目开展到一定时候就开展
不动了，“一个是付不起了，另一个是没
有合理的配套，再一个是有些政策，投
资商们得到的好处也有限。”杨鲁豫分
析说，企业家们更重视的是发展环境、
是服务效率，“如果能够提前把项目建
成投入使用，就早一点节省了成本。如
果只给政策，而发展环境和服务效率跟
不上，政策的好处都被稀释了，这不是

‘双赢’，而是‘双亏’。”

◎代表委员声音◎

“柴油机厂的灯会都停办好
几年了。”今年正月十五，住在佛
山苑社区的刘兴文选择了去泉
乐坊看花灯。而2006年以前的每
个元宵节，柴油机厂在文化西路
上举办的灯会都会吸引十几万
名居民前来观看。虽然不是柴油
机厂的职工，但刘兴文每次在灯
会上都能感受到“人家国营大
厂”的气魄。

如今在文化西路的南侧，一
个每平方米售价过万的商业楼
盘代替了原先那些工业时代的
厂房。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由于市区内用地紧张和产业升
级需要，裕兴化工厂、自行车厂、
车桥厂、造纸厂、印染厂、国棉一
厂、毛巾厂……迁出市区的工厂
越来越多。

变革难免伴随着阵痛，在计

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不少企业都受到了冲击。许多当
年响当当的企业名字，如今已成
为过眼云烟。翻看1989年的《济
南年鉴》，当年济南还有无线电厂
17厂。据了解，济南一度有机床厂
8个，棉纺厂5个，造纸厂10个。但
到目前，扳着指头算起来，只有山
水、将军、炼油、二机床等少数企
业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

记者了解到，市区由于规划
用地等限制，大型工业项目已很
难进驻，济南市工业投资的不
足，将有很大比例要靠县域经济
的发展来补充。

以2010年的统计年鉴为基
础，在生产总值上，济南市区仅
比青岛市区少了474亿元，而在
县域经济上，济南比青岛少了近
1700亿元。有专家指出，县区工

业经济总量对济南经济的支撑
作用明显不足。

另外一组数据也令人震惊。
在近几年的全国百强县评选中，
济南市仅有章丘能进入排名，位
次也保持在40位前后。和章丘相
比，济阳、平阴、商河3个县还有
较大差距。在2011年济南各县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公布的
生产总值预计数字中，济阳为
214亿元，平阴为181 . 3亿元，商
河为113 . 2亿元。三者相加为
508 . 5亿元，还不及章丘市的
583 . 3亿元。

现实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
也意味着发展的潜力，专家指
出，受人口规模的制约，发展壮
大县域经济的关键就是坚定实
施工业强县战略，努力培育一批
骨干企业、名牌产品。

济南发展急需县域经济发力

2月15日下午4时，35岁的朱
长芹正在成品检测室整理着一
批牛奶制品的实验数据。朱长芹
是旺旺集团山东总厂的一名助
理工程师，在这间厂房里已经做
了6年的检测工作。在济阳土生
土长的朱长芹已经在县城买了
房子，生活也像产品广告一样

“越来越旺”。
“生产高峰期时，全厂能有

3000多名工人，来自济阳本地的
能占到90%。”总厂长室协理陈
仲良是来自台湾的管理人员，在
不少企业都在为“用工荒”犯愁
时，他的十几条生产线却保持着
满量生产。旺旺集团2002年就投
资建设了山东总厂，也带动了济
阳食品工业的发展。但在济南的

县域经济中，形成规模的“大块
头”企业还是太少。对此，济阳县
委书记祖爱民深有感触：“县域
经济的发展必须得有龙头企业
的带动，小打小闹不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市销
售过百亿的企业有济钢、重汽、
济炼、浪潮等，这4家企业的工业
总产值占济南全部工业总产值
的近1/3。“一家重汽能带动近50
家本地企业。”章丘市经信局局
长李兴贵如此点评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重汽东迁形成了近万
亩的重卡产业园，生产一辆轻型
卡车需要上万个零件，而章丘本
地有近50家民营企业为其供应
不同的零部件，一家企业就带动
了交通装备这一个产业的发展。

在县域经济中，“大块头”
企业就显得更为重要。现在，
商河全县一共有114家规模企
业 ，2 0 1 1 年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 0 2 . 7亿元，还不及济钢、重
汽、济炼、浪潮这4家大企业中
的任意一家。

山东县域经济研究院院长
高焕喜曾对济南的县域经济有
过深入的调研，他认为，县域
经济的发展要利用好自己的
优势，可以借助城市的产业升
级来完成一轮产业转移。利用
自己土地和人力资源的优势，
将一些难以在城市扩张的大
型工业项目承接过来，以这些

“大块头”企业来提升当地的
经济总量。

县域发展需“大块头”企业给力

培养、吸引龙头企业对
于县区来说，绝非一日之
功。培育企业家队伍和优化
投资软环境成了目前县域
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年产值过10亿的齐鲁
宏业是商河的重点企业，前
身是济南十二棉花厂的这
家棉纺企业有自己的发展
心得。

“2008年夏天我们开始
聘请高级技术人员，专门进
行技术研发。”企业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当时由于偶
然的机会，他们得知青岛一
家棉纺厂的高级技术人员
要辞职，就向他发出了加入
齐鲁宏业的邀请。但这名技
术人员由于妻子在广州做
生意，自己还要在家带小
孩，开始并没有完全答应，
只是表示先过来试一试。

为了能打消他的后顾
之忧，齐鲁宏业的老板将自
己在济南市的房子拿出来
给这名技术人员居住，并为
其小孩专门找了保姆。家庭
方面没有了顾虑，这名技术
人员安心工作，用了一年工
夫就研发出了上百种新品，
并结合自己之前在原来企
业的经验，将企业的管理水
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走了十
年的路。”企业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

企业注重引进人才，而
县区则是尽力优化投资软
环境，以此吸引更多的企
业。“既要靠政策，也不能完
全靠政策。”济阳县委书记
祖爱民表示，好的投资软环
境往往比“零地价”更能吸
引企业落户。统一集团总投
资9000万美元的项目，按正
常速度要3年时间才能建成
开工，但在济阳，只用1年时
间就能完成。

2011年3月24日，济阳
县与统一集团签约后，相关
单位协调统筹，用5天时间
完成了协议签订和补偿兑
付工作。5月1日开始动员村
民拆迁，15天就拆迁完毕，
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除了
土地清障之外，国土局还安
排专人专车盯靠在市局、省
厅，最终在7月14日通过省
政府审批用地，确保了项目
尽快落地建设。这种“济北
速度”也促使统一集团把一
期注册资金从1800万美元
追加到了3000万美元。

企业要想发展须打造软环境
作为800多年的省治所在地，济南如今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从经济地理

的角度看，东西狭长的济南，目前可供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少，县域作为新的增长极，

未来在省会经济的发展中，必须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县域强，则济南强。

优良的软环境让安家于商河的齐鲁宏业公司棉纺业发展得很扎实。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历下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代表们在认真做记录。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温泉旅游使得济北地区软环境得以提升。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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