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十十年年，，烟烟台台建建起起一一座座““城城外外””城城
如今的开发区已成烟台对外开放龙头，用占全市1/60面积的土地创造了近1/5的GDP

  30年前，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决定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烟台位列其中。

对外开放30年，对烟台来说意义重大。30

年间，烟台更美了，经济更强了，文化更繁
荣了，市民更幸福了，各方面都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

  本报即日起推出《三十而立——— 烟台
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30周年口述史》系
列报道，为我们的读者、网友、粉丝展示烟
台市30年来开放发展的恢弘画卷。

  今天，我们推出第一篇——— 烟台开发
区的建成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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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文件先出击

  1985年3月20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

  虞俊鹤先生今年已80岁高龄了，时任

烟台市副市长、兼任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首届管委会主任的他，谈起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建设情形时，仍历历在目，仿佛

一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说话间，时间回到1984年4月。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进一步开放

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但在文件正式

下发前，没有哪个城市能确定自己位列其

中。

  “但是烟台就敢为天下先，当时的烟
台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得知这一信息

后，迅速决定要闻风而动。”虞俊鹤说。

  时任烟台市委书记的王济夫，随即召

集市委领导班子，召开市委书记会议，经

过几个小时的讨论，认为既然党中央、国

务院确定要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那烟
台必将入选，虽然现在未下正式文件，但

烟台必须主动出击。

  既然要主动出击，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要确定选址，之后要成立筹备委员
会，负责前期筹备和规划工作。

  就在其他沿海港口城市焦急地等待

正式文件下发时，烟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

开始运转起来。

  1984年4月下旬，烟台市委召开常委
扩大会议，认为应该先对开放区选址，再
定名称。

  经初步研究讨论，提出两个方案，一
处是养马岛，另一处是现址，即外夹河以
西，黄海海滩以南，柳林河以东，柳子河以
北。

  为了选址，烟台市委、市政府多次开

会讨论，反复调查现场，但短时间内仍未
定下选址何处。

  最终，为了更好地确定选址，烟台市

邀请了山东省政府相关人员前来指导工

作，根据烟台的情况，他们提出一定要距

离港口近，在将来做到海、陆、空交通发

达。

  结合几个方面的条件，最终确定现址

更好些。现址距离火车站、港口等交通运
输系统较近，距离电厂、自来水公司也不
远，能做到水通、电通、信通、道路通。

  经过多方权衡，烟台市委、市政府将

烟台开放示范区定在了现址。这片沉睡许
久的盐碱荒滩将被唤醒。

工作一环扣一环

  虞俊鹤

在认真翻阅

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

材料。 本报

记者 王晏

坤 摄

  转眼3个多月过去了，季节也由春转夏。

  1984年7月26日，烟台市委、市政府研究

决定在选址的基础上成立“烟台福莱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为何用此名称？主要是因为开

放区地处福山区福莱山北部，同时“福莱山”

谐音“福来山”，寓意吉祥。

  烟台市委旋即成立“烟台福莱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筹备委员会，并任命原烟台副市长

姜德华兼任主任、福山区副区长李永顺任第

一副主任、由烟台市建委副主任曲滋章兼任

副主任，同时任命田增成同志任副主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筹备委员会

成立后，开发区的建设相当于有了车头，烟台

市委提出筹备委员会要抓紧拿出总体规划大

纲，另一方面抓紧找到国务院开发办汇报相

应工作，进行落项。”虞俊鹤说。

  用了个把月，“烟台福莱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筹备委员会10平方公里范围的规划大纲

编制完成，在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并经同意
后，又邀请天津大学建筑规划系教授肖敦余、

哈尔滨建工大教授和山东省规划设计院专家

来烟台考察，最终确定由天津大学建筑规划

系进行各种勘查测量，并编制规划方案。

  虞俊鹤说，市委、市政府对开放这件大事

很敏感，从及时选址确定名称，成立筹备委员

会，到组织人员班子，编制规划大纲，再到正

式委托天津大学教授编制规划方案，工作一
环扣一环，时间很紧迫。

  1984年10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

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烟台位列其中。

而就在此时，“烟台福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方案的编制已超过70%。

  1984年11月20日，时任烟台市委副书记、

市长的董传周代表烟台市委、市政府主持召

开市政府组成人员全体会议，市直部门33个

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筹委会

前期准备工作的汇报，主要研究烟台成为对
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后的发展事宜。

  会议首先宣布了“烟台市福莱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正式更名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并设立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任命时任副市长的虞俊鹤兼任管委会主

任。

  再就是要求肖敦余等人在同年12月中旬

之前基本完成规划方案，12月中旬向市委、市

政府汇报，确定方案后报至山东省相关部门，

批准后再由省相关部门报至国务院开发办。

  “就这样，我被任命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首届管委会主任，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

的统筹安排，抓紧进一步修订详细规划方案，

并尽快提交市委、市政府讨论管委会的全体

组成人员下一步就要加快把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搞好。”虞俊鹤说。

实行招投标，首个工程省钱3000万

  开发区原区域内的地平基准点

标高与海平面持平，有的地方还低于

海平面，需要大量回填土，这也是基

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步。那么10平方公
里的区域，该如何回填？

  当时研究了两套方案，一种是吹

填法，用荷兰进口的大功率水泵，通

过大口径输泥管将河内的淤泥抽送

到一千米以外的地方，另一种是用车

运送土石方回填。

  接下来，虞俊鹤向市委、市政府提

议将时任烟台市建委副主任的王永昌

调到了开发区管委会中任副主任。在

回填土工作上，王永昌提出要进行工

程招标，寻找合适的施工方。

  在招标过程中，吹填项目有两家

单位投标，水电部十三局和天津航务
局，其中水电部十三局回填一立方米

报价3 .5元，天津航务局报价3 .51元，水

电部十三局以1分钱之优中标。

  最终，水电部十三局通过吹填回

填土，基本完成了1500万立方米的工

程量。

  另外，车填也进行了公开招标，水

电部三局和山东省铁路局工程管理处竞

标，水电部三局的运输车辆是进口车辆，

每辆车的土石方运量可达30吨，是山东
省铁路局工程管理处车辆运量的8倍，而
且一立方米的回填费用才11元。因此，水

电部三局以价格和运力优势中标。

  开发区回填土工程结束后，上述两

种方案共为开发区节省资金3000多万

元。

  1985年3月，国务院开发办正式批

准烟台开发区总体规划方案，3月20日

开发区正式奠基。在方案正式获批前，

烟台开发区管委会就已聘请华北市政

设计院来做基础设施的详细规划施工

图，其中主要就是“七通一平”的规划

设计。

  在1985年12月回填土工程结束后，

由华北市政设计院的设计的一平方公

里起步区基础设施施工规划也已基本
完成，1986年开始动工实施。

  “做好回填土和起步区的建设，

就代表烟台开发区进入广纳贤才和

招商引资的重要阶段。”虞俊鹤说。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招商引资，在
1985年12月20日，烟台开发区第一家

合资企业烟台亚东标准件有限公司

举行开工典礼。

  1986年，开发区通信大楼开工建

设，开发区开始用“两条腿”走路，一边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加快招商引
资。

  1986年12月15日，开发区召开全区

职工大会，时任烟台市委副书记的俞
正声宣布了市委、市政府决定，任命原
外经委主任陈万光为开发区工委书

记、管委主任，王捷、王永昌、田增成、

王立刚为管委副主任。

  “这次调整代表着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进入全面招商阶段。”虞俊鹤

说。

  4年后的1990年，开发区领导人员
又做了一次调整，由原蓬莱市市委书

记孙德汉任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

任。“翻开了开发区发展的另一页。”

  在孙德汉上任很短时间内，由烟

台东源实业公司、万利达发展总公
司、电力开展公司、香港华鲁有限公
司合资兴办的烟台华鲁热电有限公
司获准成立，这也是开发区第一家大
型热电能源公司。此后，各类公司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投入生产。

  “发展到现在，我们那一代创业者

根本无法想象，开发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影响整个烟台市的发展。”虞俊鹤说。

烟台开发区管委第一个办公场所(原福山良种厂)。

  “烟台就敢为天下先，

当时的烟台市委、市政府领
导班子得知这一信息后，迅
速决定要闻风而动。”

  “发展到现在，我们那
一代创业者根本无法想象，

开发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影
响整个烟台市的发展。”

——— 虞俊鹤

  1984年12月10日，毓璜顶宾馆餐厅2楼会议
室的讨论气氛很热烈，肖敦余和烟台市规划处
副处长朱智在向烟台市委、市政府作规划方案

汇报，与会者有建议或意见可以当场提出。

  “大家对肖敦余等人所做的规划方案基

本同意，但认为个别内容需进一步讨论。”虞

俊鹤说。

  虞俊鹤说，现在的开发区长江路，30年

前是烟台去往蓬莱必经的国道，当时夹河大
桥桥面标高为5 . 4米高，因为烟台海平面平

均海拔高度为3米，如果地面不升高的话，修
建了道路管网等容易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

虞俊鹤建议将开发区建设区域内的10平方

公里进行回填，回填高度与长江路的5 . 4米

相齐平，也就是用回填土的形式使整个开发

区的地平基准点齐平长江路，确保今后的开

发区城区万无一失，不留后患。

  时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董传周比

较同意这个建议，宁可高，也不能低，虽然工
程量大，投资大，但为了百年大计，长治久

安，是值得的。

  另外，当时对开发区长江路的规划宽度

仅为60米左右，董传周对此让大家展开讨

论，他认为开发区会一直发展下去，主干道

宽度应百米为宜，经过大家的一致讨论，最

终董传周市长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将长江路

规划宽度定在了90米。

  另外，会议要求尽快启动开发区基础设

施建设，做到“七通一平”。所谓“七通”就是

做到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暖气、

通天燃气或煤气，“一平”就是场地平整，为
下一步的工程建设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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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开发区
  目前，开发区全区已有1个产值千亿元产业、6家产值过百亿元企业、5家上市公司、

25家10亿元企业和100户以上亿元企业……

  昔日的开发区是一片盐碱荒滩，人烟稀少。30年时间，一群满怀梦想的创业者陆续
来到这里，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这片荒滩建设成一座“城外”城。如今的开发区，已
是一片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对规划方案大讨论

  据烟台开发区规划分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拼搏，开发区建区30

周年，区域面积由最初的17平方公里扩大
到228平方公里，建成区60平方公里，现在常
住人口40多万人，2013年开发区国民生产总
值1200多亿，财政总收入170多亿元。

  从设立之初10余平方公里的起步区，

到今天228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烟台开
发区已成为烟台对外开放龙头。

  这片仅占全市1/60面积的土地，创造
了近1/5的GDP、1/5的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和税收、1/4的工业增加值、2/5的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和3/5的进出口总额。

　 　 目前，烟台开发区全区累计注册工业
企业近3000家、外商投资企业1300多家、世
界500强项目73家，已形成机械制造、电子
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和汽车、手机、电脑、船

舶、装备制造等优势产品集群，成为全国
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和装备制造业基地。

  受产业集群的功能区带动，周边居民
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在城
镇化进程中变身市民，除了能用农房换楼
房，还能按岗位再就业。

　 　 农村改造，首先要让农民住得好。

2013年，开发区旧村改造和安置小区建设
全面提速，新开工安置小区154万平方米，

旧村改造37万平方米。

　 　 今年57岁的王旭真是原来八角街道办事
处下刘家村村民。整村搬迁的前一天，他还在
担心今后不打渔吃什么。不过，老王的顾虑很
快就消除了，7间农房置换了3套楼房，他和老
伴每人每月有1600元的补助，看病能报销80%，

还找到一份环卫工作，一个月工资750元。

开发区已成烟台对外开放龙头

　 　 进入“十二五”，烟台开发区大力实施
“3115”战略——— 力争5年内，培育富士康消
费电子、通用汽车和零部件、化工新材料3

大千亿产业航母，10户产值过百亿元、10

户上市公司和50户产值过10亿元的潜力
企业，再造发展新优势。

  目前，开发区已有1个产值千亿元产
业、6家产值过百亿元企业、5家上市公司、

25家10亿元企业和100户以上亿元企业。

  2013年，烟台开发区全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和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1%和9 . 1%，工业实力占烟台市的25 . 7%。这
些成绩的取得，时任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的王秀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4年起，烟台开发区将力争服务业
增加值占比每年提高1 . 4个百分点以上，

预计2015年底，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占比
将达70%。

　 　 2013年，全区新建了4所幼儿园和5所
学校，实施学生免费乘公交、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穿上免费校服、免费食用营养加
餐、使用免费作业本补助，以及资助贫困
幼儿、学生的“四免一补”等政策。

　 　 医疗、社保、住房、就业、健康、教
育……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正在逐项解决。仅2013年，烟台开
发区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就达30 . 7亿元，

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

进入“十二五”实施“3115”战略
  30年前的

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荆棘丛
生，人烟稀少，

被称为“烟台的

西伯利亚”。一

群满怀梦想的

创业者来到这
里，用自己的智

慧和双手，唤醒

了这片沉睡许

久的盐碱荒滩。

30年后，一座繁

华壮观的现代
城、外向型城区

在这里崛起，高

楼鳞次栉比，道

路车水马龙，居
民生活幸福。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报记者 王晏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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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世界银行正
式公布《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

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

市竞争力的提升》评估报告。烟

台、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

门一同成为中国投资环境“金

牌城市”。这一荣誉具有很强的

说服力和权威性，是烟台市获

得的一张含金量很高的城市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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