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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委书记刘士合：济莱协作区是重大历史机遇

莱芜：借协作区实现大发展
文/本报记者 闫秀玲 郭静 实习生 于梦羽 片/本报记者 王媛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一句话让莱芜成了舆论关注的

焦点，报告提出：“出台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发展规划和济莱协作

区实施意见。"

济莱协作区的概念如何提

出的？对莱芜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如此机遇面前，莱芜作为钢铁

立市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城市，

如何实现转调结构的华丽转身？

1月28日，省人大代表、莱芜市委

书记刘士合，针对这个热点问

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今年报告中提到了将“出台省
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和济莱协作区
实施意见”，省会都市圈的概念早已经提
出，但今年多了济莱协作区的概念，您认
为这对莱芜意味着什么？

刘士合：建设济莱协作区，这是省委、
省政府着眼长远、统筹全局作出的重大决
策，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莱芜这个
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关心和厚爱，
为莱芜加快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
展、更好更快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重
大的历史性机遇，提供了强大动力。

济南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金融中心，拥有大量的优质资源，有着其
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条件。莱芜将充分
利用好省会城市的各种发展资源、发展要
素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省会的发展要
素，济南能用，莱芜也能用。在协作区建设
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扩大开放合作中

提升干部群众的思想境界，所以这个影响
是全方位的。比如说，通过交通、通讯、产
业等通道的联系，把莱芜和济南比较近地
联系到一起。再比如以城市轻轨为主的连
接线打开了，那么莱芜的房产、服务业、文
化、旅游都活起来了。莱芜市是小地方、小
市，占地面积小、人口少，总量少，不管从
哪个方面讲都小。可是莱芜虽小，但只要
用好济莱协作区这个大的平台、大的机
遇，用好省会城市的资源和优势，完全可
以实现大的发展。建设成为“大莱芜、强莱
芜、新莱芜”，实现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

记者：那莱芜面对重大机遇将会做
何准备？莱芜的优势在哪里？

刘士合：建设济莱协作区，从推动济
南和莱芜一体化入手，抓住了工作的切
入点和突破口，必将大大加快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建设步伐。与济南协作，莱芜的

优势很明显。我们原来叫其劣势的东西
现在有可能是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些穷
山恶水的地方，不长东西，但是它的生态
好，空气好，原来的劣势不就成优势了
吗？在建设济莱协作区方面，莱芜至少有
着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区位交通优势，
莱芜是距济南最近的市，与济南山相连、
水相连、路相通；二是产业发展优势，莱
芜工业基础较好，工业体系比较完整，
钢铁等产业与济南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三是生态环境优势，莱芜山清水秀，旅
游资源丰富，发展空间相对宽裕；四是
资源能源优势，莱芜煤铁等矿产资源丰
富，电力资源充足。莱芜有电厂两个，铁
路四条，还有莱钢，这些都是莱芜的优
势。发挥好这些优势，莱芜完全可以打造
成为济南的一个副中心，成为省会经济
圈的新的增长极，也会成为山东未来的
一个增长极。

努力将莱芜建成济南的一个副中心

记者：作为莱芜市委书记，在推进济
莱协作区方面，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刘士合：莱芜应该干什么，应该怎
么干，我们围绕这两个题目做了大量的
前期工作，目前正在积极地和省政府、
省发改委、交通厅和省直的有关职能部
门做好衔接和沟通工作。总的就是积极
主动地融入济南、接轨济南、服务济南、
共赢发展，找准深化济莱合作的着力点
和突破口，加快推进济莱通讯一体化、

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金融一体化、
外经外贸一体化等发展步伐，打造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建设先行区和区域协作
发展示范区。一是希望在省级层面建立
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强力推进协作区建
设。二是希望本着务实推进、积极作为
的原则，优先启动济南-莱芜城际轨道
交通建设，实现济莱通讯一体化，实施
济钢产能向莱芜转移，加快建设以口镇
新城为中心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以雪

野为中心的高端服务业基地，探索两地
共用济南综合保税区的政策机制，尽快
在协作区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
希望加大对莱芜的政策扶持力度，给予
莱芜市沂蒙革命老区的政策扶持，对现
已出台和今后出台的省以上各类扶持
政策，按照国家给予西部地区的政策标
准，对莱芜市进行补助。在支持老工业
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方面，加大
对莱芜的政策倾斜力度。

加快推进济莱通讯等一体化

记者：去年，莱芜强力推进“大项目建
设推进年”和“招商引资攻坚年”，莱芜是钢
铁立市的城市，为什么还要搞大项目建设？

刘士合：就莱芜来讲，最大的市情有
两个：一是钢铁造成的结构单一。莱芜因
钢立市、因钢兴市，钢铁一直是全市的主
导产业，最高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60%以
上，占到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40%以上。
目前钢铁仍占总量的52%，但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提供的地方财政收入不到
15%，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二是
经济总量小，实力弱。今年全市GDP完成

635个亿，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2个亿，这
与我们地级市的称号是极不相称的。

因此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一个就
是调结构，一个是要扩容量、增实力、上
水平。这既是现实性的任务，也是带有深
远性、历史性的任务。结构怎么调？总量
哪里来？还得靠加大投入。换句话说就
是，莱芜的结构还得通过增量调整，在发
展中调整，以新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来促
进调整。去年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大项目
建设这个牛鼻子，千方百计抓投入上项
目，全市在建过亿大项目394个，计划总

投资1984亿元，累计完成投资424亿元。
在大项目的带动下，莱芜的产业结构和
发展效益有了大的提升，非钢产业占工
业比重达到47 . 8%，比往年提高4 . 1个百
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37%，占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
服务业占比达到34 . 4%，提高1 . 6个百分
点。今年我们将把速度和质量作为大项目
建设的主线，确保全市新建投资过亿元大
项目200个以上，过10亿元大项目40个以
上，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以上，
努力在发展实力和水平上实现新的突破。

除钢铁外还须上大项目

莱芜市委书记刘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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