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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邹东东小小镇镇秀秀出出““蓝蓝陵陵新新韵韵””

“城前镇的城市管理让我印
象非常深刻”。在今年6月份召开
的城前镇总体规划专家评审会
上，与会专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村镇建设处的宫晓芳对该镇的城
市管理赞赏有佳。

“对于小城镇建设，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夯实产业支撑是基础，
加强城镇管理则是提升。”屈耀武
介绍，镇里成立了城管综合执法
办公室、市容管理办公室两个职
能部门，目的就是提升城镇管理
水平。他解释说，完善的基础设施
能吸引人，良好的环境同样能吸
引人，而加强城镇管理则是其中
的关键。

截至目前，到城前镇驻地居
住经营的外地人已达到400余人，
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地区的平邑、
山亭、泗水等地。“吸引我到这里
做生意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交
通区位条件好，另一个就是环境
养人”，在城前经营家具生意的孙
先生是山亭区店子镇人，他的话
就比较有代表性。

“要提升城镇品位，就要打造
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下一步，我
们将在蓝陵古城的历史文化上做
文章。”屈耀武表示，城前镇已在
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蓝陵古
城”、“蓝陵人家”、“蓝陵记忆”商
标，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挖掘蓝陵
古城的文化内涵，这样不仅能为
城镇化贴上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标签，而且能进一步提升城镇发
展的“软实力”。

借力蓝陵文化

提升城镇品位

“以前带孩子出门玩都没
个像样地方，现在好了，有绿
地、公园、商场、市民中心，好
地方多的去了。”12日，在城前
镇蓝陵湿地广场带孩子玩耍
的周庄村村民王芸跟记者聊
起搬到社区前后的变化时，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王芸所说的社区是城前
镇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建
设的新型农村社区——— —— 富
居花园，是这个镇已建设的5
处新型社区之一。富居花园与
蓝陵湿地仅一河之隔，沿着蓝
陵湿地的观景栈道可直接到
达社区门口，社区内部环境整
洁有序、物业管理规范，离学
校、医院、商场都很近，生活非
常方便。跟王芸一样，村里人
正是看中了镇驻地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便利的生活条件，搬

到社区居住的愿望普遍比较
强烈。

然而，由于建设指标有
限，社区房源一下子变得紧
俏，村里只能通过抽号来确定
先入住社区的人家。“从新型
社区房源供不应求就可以看
到，我们凝神聚力建设小城镇
确实是顺应了群众的意愿。”
城前镇党委书记屈耀武表示，
镇里将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鼓
励社会资本进行市场化开发，
尽最大可能满足群众需求。目
前，时尚财富广场项目已基本
完工，今年又相继开工建设了
蓝陵古苑商业街、城兴花园、
海诺家电广场等几处商住项
目，可提供商品住宅1200多
套，为聚集人口创造了条件，
有效提升了城市建成区的承
载能力。

“这两年变化太大了，
我现在在镇里有房子住，
在附近的企业上班，挣钱
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子，
比在外漂泊好多了”，在镇
中小企业园海鼎饲料厂上
班的后瓦屋村村民段修英
说。

段修英从高中毕业后
就外出打工，苏州、广州、
上海都去过，有时一年换
好几个地方，始终安定不
下来。去年春节返乡时，听
说镇中小企业园的饲料厂
招工，段修英就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去应聘，没想到
条件还真不错，工资待遇
比外出打工也差不了多
少，她没有丝毫犹豫就在
用工合同上签了字。

“说实话，只要是家乡

有合适的厂子，即使是工
资待遇比外出打工少一
些，我们也愿意留在家乡
打工”，段修英的话代表了
绝大多数务工者的心声。

“城镇化必须有产业
支撑作保障，我们确定的
城镇化发展策略就是工业
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
只有形成产业聚集优势才
能真正聚集人口，城镇化
才得以可持续健康发展”。
屈耀武表示，下一步，镇里
将不断完善中小企业园的
基础设施，重点招引劳动
密集型企业，从而尽可能
多地提供就业岗位，帮助
进城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

城前镇因位于距今2800多年的蓝陵古城前而得名，是三市(济宁、临沂、枣庄)五县(邹城、
滕州、山亭、平邑、泗水)八镇(泗张、田黄、张庄、店子、水泉、白彦、临涧、丰阳)近1200平方公里
交汇区域的几何中心，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城前镇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形成了人口、产业、
资金等发展要素向镇区集聚的良好态势，使这座邹城东部山区小镇重新焕发出古城新韵。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通讯员 李祥峰 程杰 魏巍

带孩子出门有公园玩了 少挣点也愿在镇上就业

风景秀美的蓝陵湿地公园。

城镇环境提高了，市民很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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