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市委书记宋远方：

重塑聊城形象
做山东西进中原桥头堡

5 月 14 日，第八
届中国网络媒体山东
行西线采访团走进聊
城，聊城市委书记宋
远方在当晚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聊城将力促三大产业
一齐发力，全面建设
生态型强市名城，打
造山东“西进中原”的
桥头堡，重塑“自豪、
创业、包容、奋进”的
聊城形象，让每一个
聊城人真正从心底做
一个自豪的聊城人。

谈家底>>

聊城文化名城底蕴
厚，城水一体华北独
此一家

对于聊城，采访团的多位记者
并不熟悉，但聊城市委书记宋远方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聊城时却是如
数家珍：“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北方缺
水，华北地区缺水，唯独我们聊城城
市中心有一个 6 .5 平方公里的方方
正正的东昌湖，在东昌湖的中间有
一座方方正正的一平方公里的宋代
古城，再加上徒骇河、马颊河、京杭
大运河等纵贯城区，所以形成了一
个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
交相辉映这么一个独特的江北水城
的风貌。水是我们聊城的一个魂，也
是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

宋远方介绍，在明清时代，聊
城是大运河上最重要的商埠，非常
繁华。据史籍记载，东昌湖所在地
商户不下十万户，“史料称为‘漕
挽之咽喉，江北一都会’，康熙皇
帝 6 次到过聊城，乾隆下江南 9 次
到聊城，住在聊城。”宋远方说，
这些历史又让聊城有了“运河古
都”的城市品牌。

对于聊城“文化名城”这一称号
的由来，宋远方娓娓道来：全市境内
现在有文物古迹 400 多处，其中有 8
处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比如山陕
会馆、宋代铁塔、光岳楼、曹植墓、京
杭运河聊城段等等。”对于历史名
人，宋远方向记者们介绍说，有抗日
名将张自忠、国画大师李苦禅、国学
大师季羡林、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
森都是聊城人，“聊城可谓是人杰地
灵，底蕴深厚。”

谈现状>>

聊城仍是欠发达城
市，但发展潜力和成
长性很好

说起聊城经济社会的发展情
况，宋远方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
句话：和全国、全省一样，改革开放
以来聊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变化之深大家有目共睹。”宋远
方说，现在的聊城和曾经的聊城相
比，在经济总量、居民生活、经济结
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但聊城仍然是山东西部
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宋远方
说，“欠发达”主要是说人均收入水
平，是说聊城当前的产业结构，也包
括对民生的欠账。

“第三句话：虽然我们目前仍然

是山东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但
是聊城又是一个发展潜力和成长性
非常好的地方。”宋远方介绍说，成
长性好是由于聊城当前的内外环境
所决定的，也是聊城发展阶段内部
的积累所决定的。“中央也提出，我
们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内需，而我
们聊城位于山东的西部，周边 200
公里范围内有 2 亿多人口，对扩大
内需来说有广阔的市场，而且随着
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聊城将
成为联系山东和中西部地区的纽带
和桥头堡。”

谈农业>>

三农稳市，打造现代
农业和农产品深加
工业

对于科学发展的目标和实施路
径，宋远方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
在努力把聊城打造成为山东西进中
原的桥头堡城市，就是中西部地区
能源资源进入山东和山东产品、服
务业占领中西部市场的桥头堡。”而
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在宋远方看
来是和“生态型强市名城”的建设路
径相互吻合、相辅相成的，即都需要
三大产业齐发力。

宋远方说的第一条发展途径
是：三农稳市，打造现代农业和农产
品深加工业。“大家知道聊城是一个
传统的农业大市，我们现在正向一
个现代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的城市
转换。”宋远方说，去年聊城的农业
在过去的基础上全面丰收，已经是
山东省 4 个粮食过 100 亿斤的城
市。“我们的粮食产量是 107 亿斤，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聊城用全国
0 .1%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 的粮
食，生产了山东省 1/8 的粮食。”他
补充说，去年聊城蔬菜总产量达到
全省第一位，农畜和其他产品的加
工也有了比较大的增长。“总的概
括，聊城的农业，粮食连续九年增

产，农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加大，农
民的收入在快速增长。”

“接下来，我们依旧会打造现代
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做大做
强蔬菜、畜禽等优势特色产业。这也
被写入了聊城市‘一五二’产业基地
的规划之中，即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龙头企业，配置更多龙头企业，带动
农民增收。”宋远方说。

谈工业>>

打造五大产业基地，
5 年内将完成 3 个千
亿园区

“我们的工业排名从 2006 年全
省第 13 位升到 2011 年全省第 7 位，
节能减排已经从全省的倒数第四位
到正数第六位！”宋远方说，聊城市
已经在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出
了自己的一条路径，那么在今后的
发展中，聊城市依然坚持“工业兴
市”，着力打造五大产业基地。

第一个是金属和金属深加工基
地。宋远方介绍说，聊城电解铝、铜
铝深加工在全国甚至是世界都很有
名。“现在美国的铝业公司已经派人
来我们这儿探讨合作，我们自主研
发的氧化铝处理技术可以说破解了
世界性的难题。”

第二个基地是运输设备和零部
件基地，“比如聊城的中通客车、时
风集团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

第三个基地是基础化工及精细
化工的制造基地。宋远方说，聊城依
托鲁西化工打造基础化工和精细化
工的千亿产业园，现在这个产业园
已经占地 5 平方公里，初具规模。”

第四个是轻纺造纸和食品医药
基地，这是聊城的传统工业。宋远方
举例说，泉林集团就是轻纺造纸产
业基地的代表企业。“泉林经过多年
努力，解决了草浆造纸的污染问题，
而且把它的污染物变废为宝，除了
造纸 100 万吨还有 60 万吨的有机

肥，还有水的循环利用。”
第五个基地是能源电力和节能

设备基地。“目前我们正在打造一个
运输设备与零部件的千亿工业产业
园区，有色金属的两个千亿产业园，
估计能在“十二五”计划中完成。

谈三产>>

围绕湖水建济南西
花园，构建京津唐的
度假村

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聊城市近
几年在“生态借贷”的理念下已经收
获了不少成绩。宋远方表示，“三产
兴市”是建设生态型强市名城的重
要举措。

聊城将围绕湖水作文章，目前
正积极展开对东昌湖中央的古城片
区改造工程。“我们提出了打造济南
的西花园和周边京津唐大城市的度
假村，并且部署了一系列的发展文
化旅游的项目，6 平方公里的水上
游和 1 平方公里的宋代古城的改造
都在有序进行中，当然我们 8 个县

（市）区各有自己的文化旅游资源，
所以能够打造一个休闲度假和文化
旅游的目的地城市。”

“三产兴市”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是建设商贸流通及现代物流基地。
宋远方说，随着交通运输的逐步完
善，聊城将推进物流园区、农产品物
流交易中心、商贸物流园区、鲁西化
工现代物流园区等重点物流项目建
设，尽快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
辐射力强的区域物流中心。

谈未来>>

塑城市形象，做自
豪、创业、包容、奋进
的聊城人

今年是聊城“争先进位主题
年”，宋远方说，每年聊城都会确定
一个发展主题。“ 2007 年是‘解放思
想谋划年’，2008 年是‘真抓实干落
实年’，2009 年是‘项目突破年’，
2010 年我们提的是‘全面提升年’，
2011 年是‘继续提升年’，到了今年
就该是‘争先进位年’了。”

对于未来，宋远方充满自信：
“应该说十二次党代会为聊城今后
的发展描绘了一张蓝图，勾画了一
个轮廓，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完
成这些任务，我们必须要结合聊城
的实际，创新实干，我们必须要团结
带领全市 600 万人民艰苦奋斗，共
同奋斗。”宋远方说，只有这样，才能
重塑“自豪、创业、包容、奋进”的城
市形象，“让每一个聊城人真正从心
底做一个自豪的聊城人！”

5 月 14 日，宋
远方在中国网络
媒体山东行聊城
市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聊城发展情
况。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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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名网络媒体编辑记者聚焦聊城。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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