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04 2013年3月1日 星期五

编辑：高建璋 组版：王晨 校对：孔令茹

一名媒体记者眼中的沛县之变———

产业发展壮大了

文章也有血有肉了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济宁市委讲师团团长 丁海燕

谋求经济快速发展

要抓住自己的特色

“沛县，曾经的一
个落后县，江苏最后一
个通高速路的县域，经
过 艰 苦 奋 斗 ，后 发 制
人，7年间完成了5件大
事，一举进入了全国百
强县，跻身苏北第一方
阵。”济宁市委讲师团
团长丁海燕谈到沛县
经验时说，作为济宁而
言，必须真正地做到解
放思想，提高认识，提
高自己的工作水平，找
准方向和目标，抓住特
色寻求发展。

丁海燕表示，一个
地方能不能发展，水平
是 不 是 高 ，速 度 快 不
快，根本还是取决于思
想能不能解放。沛县之
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
快，就是因为他们知难
而进，有一种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在江苏支持
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
机遇到来时，他们没有
错过，而是背水一战，
抢抓了大好机遇。

“只一味蛮干还不
行，还必须要定位准方
向，分析透彻，抓住自
身的区位优势。”丁海
燕认为，有了这种方向
感和目标感，只要办法
得当，措施有力，跟进
及时，踏踏实实做事，
就一定会有收获。

丁海燕认为，沛县
发展的成果，还得益于
他们找准了自己的特
色，在第一产业，他们
大力发展肉鸭养殖、特
色蔬菜和绿色稻米，在
第二产业，他们发展集
约化的园区经济，在第
三产业，他们将目光瞅
准现代服务业，将精力
放在城市经营上。对于
济宁而言，应该坚持工
业带动，农业支撑，壮
大服务业，城市格局坚
持城乡一体化和镇区
合一，各县市区都在城
镇化推进进程中找准
自己的定位，抓住自己
的特色。

任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汪金厚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

更要注重生态保护

“要让市民头顶蓝
天，脚踏绿地，呼吸着
新鲜空气。”任城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汪金厚
在谈到沛县经验时感
受颇深，他认为，发展
县域经济，首先要心系
群众，寻求工业和服务
业发展的同时，要立足

“生态”二字，发展经济
固然重要，但是归根到
底，还是要让人民群众
生活的舒心、幸福。

汪金厚认为，原来
提 起 江 苏 的 丰 县 、沛
县，在很多人心目中，
似乎是贫困和落后的
代名词。经历10年左右
的发展，如今，整个沛
县已经脱胎换骨。其间
发生了什么？人家究竟
是怎么做的？都引起了
自己的深思。“必须要
正视我们在发展中的
问题，真正解放思想，
找准定位，因地制宜地
发展自己的特色”。

让汪金厚感触最深
的一点，就是沛县每年要
新增公共用地10万平方
米，是见缝插绿，而不是
见缝插楼。经营一座城
市，在上马项目的同时，
首先要考虑当地的环境
和生态，要考虑当地群众
的生活质量，控制污染
源，多种植绿树和绿地，
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
生活环境，这是相当重要
的一点。像西方那种先污
染后治理的路子，坚决不
可取。

“说起农村环境治
理 ，沛 县 经 验 就 三 个
字：净、清、绿。”汪金厚
说，农村垃圾处理和水
污染问题向来让政府
很头疼，沛县给出了一
个经验，就是先把垃圾
清 理 干 净 ，污 染 源 没
了，水自然就清了，多
种些树木，让农村的空
气变得更好。

本报记者 马辉

“我1997年进入徐州日报社，主要
跑沛县方面的新闻。当时沛县农业还
停留在家庭式的传统农业中，不成规
模，也没有特色，我写报道就只能选
点，写得大都是豆腐块新闻。”已经是

《徐州日报》专题部副主任的王正喜回
忆起刚入行时所做的新闻报道大多是
乡里率先致富的能人，“都是一家一户
的，有人种了几亩葡萄，有人养了鸵鸟
等等。跑农业很有意义，但当时就是发
愁稿子写不大。采访都是坐着摩托车，
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

2000年，沛县开始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寻找经济效益更好的农作物。

“最先成型的是肉狗产业，但是这个产
业市场小，难深入。所以县委、县政府
转变思路，引进肉鸭产业，带动农民养
殖肉鸭。也就三四年的时间，沛县的肉

鸭产业就发展很大了。”在王正喜的报
道中，肉鸭养殖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
来，而另一方面规模化、有特色的蔬菜
种植也在带动农民致富。

“以前都是种粮食，收益低。沛县
就学习寿光，由政府引导村民大规模
的种植特色蔬菜，就形成了这个村全
部种茄子、那个村全部种牛蒡的模式。
不再是一家一户，而是成片了。”蔬菜
种植连成了片，王正喜的豆腐块也累
加成大文章，“2005年又开始发展农产
品深加工，把产业链延长。”

沛县的农业从点变成了面，王正
喜发现，2003年前仅有煤电企业的沛
县也引来工业集群，把工业的链条越
拉越长、越做越细。“以前就是挖煤运
煤，通过招商引来铝加工业。虽然沛县
不产铝，但是却把附近的铝都吸引过

来，不断深化加工，形成一条产业链。”
“以前写沛县新闻总发愁写不大，

但现在各项产业都起来了，有血有肉，
有内容可以写，就能够做出大文章
了。”在观察记录沛县变化的同时，王
正喜也在思考变化背后的原因，“沛县
的发展都是经过科学论证过的，没有
走弯路，这就说明政府的决策和思路
是对的。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只要发
现有发展前途的优势产业，沛县人就
会迅速复制，形成自我的特色和规
模。”

新一年，王正喜又在想着为沛县
做一篇“开局”的文章，有了工农业的
跨越发展，王正喜把更多的期待投入
到沛县的城市建设方面，“徐沛快速通
道修好，我从徐州开车回沛县就能缩
短一半时间。”

王正喜，1987年进入《徐州日报》，现为《徐州日报》专题部副主任。最近几年，王正喜

发现，一些朋友在知道他是沛县人后，常常会加上一句“沛县这几年变化很大”。听到这

样的话，王正喜便觉得心中腾翻起无限的自豪感。作为一名报社记者，沛县变化带来的

自豪感也使王正喜笔下的沛县从豆腐块新闻转变为大篇幅的文章。

谈他山之石>>

日新月异的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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