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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今日聊城

聊城特色产业镇发展论坛举行
15 个乡镇街道办及 10 名领军人物领奖

本报聊城 1 月 30 日讯 (记者
刘铭) 1 月 30 日，由中共聊城

市委宣传部主办，聊城市农业委
员会、聊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局、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承办，中国农业
银行聊城分行协办的“ 2012 聊城
特色产业镇发展论坛”开幕。会
上，对获得 2012 年度特色产业镇
的 15 个乡、镇、街道办，获得特色
产业镇领军人物的 10 名书记、镇
长予以表彰。

本次特色产业镇发展论坛和

评选活动，是在深入贯彻全市农村
工作会议和全市民营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进一步激发全市各级干事
创业的热情，加强特色产业镇宣传
力度的情况下举办的。作为聊城首
次特色产业乡镇评选活动，从启动
开始就备受聊城社会各界关注，先
后有近百家乡、镇、街道办报名参
评，组委会评审组根据各参评单位
实际情况，通过初评、复评，最终评
选出了 15 个特色产业镇和 10 位特
色产业镇领军人物。

冠县清水镇、高唐县三十里
铺镇、莘县河店镇、东昌府区于集
镇、莘县古云镇、高唐县赵寨子
镇、莘县大张家镇、东阿县铜城街
道办事处、莘县朝城镇、临清市松
林镇、莘县董杜庄镇、东阿县大桥
镇、莘县大王寨镇、东阿县鱼山镇、
阳谷县安乐镇获得 2012 聊城特色
产业镇；冠县清水镇党委书记呼庆
国、高唐县三十里铺镇党委书记郭
天舒、莘县河店镇党委书记徐凤
华、莘县大张家镇党委书记顾磊、

莘县古云镇党委书记徐启水、东昌
府于集镇党委书记许士海、高唐县
赵寨子镇党委书记陈玉国、莘县董
杜庄镇党委书记冯秀元、莘县朝城
镇镇长姚洪印、莘县大王寨镇镇长
孟宪水获得 2012 聊城特色产业镇
领军人物。

聊城市农业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张世杰在讲话中指出，纵
观各地的经验可以看到，特色产
业在优化产业结构、扩大消费需
求、促进产业升级方面，一直起着

重要的作用。很多地方以特色产
业为引擎拉动农村经济，使当地
的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地域
经济实力得以明显增强，产业现
代化水平得以明显提升。此外在
消费上，特色优势产业也发挥着
扩大消费需求、引导消费增长的
作用。特色优势产业以自己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优质产品，引导消
费者的消费取向，对扩大内需、扩
大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 2012 聊城特色产业镇发展论
坛”上，东昌府区于集镇党委书记许士海
代表特色产业镇作了典型发言。近年来，
于集镇相继引进“上海青”油菜、意大利
生菜、以色列西红柿等多个优良品种，带
动菜农 2600 余户，有效提升了蔬菜品
质，全力打造“中国油菜第一镇”。

许士海介绍，于集镇地处东昌府、阳
谷、东阿三县区交界处，属革命老区和引
黄入卫沉沙池区。近年来，于集镇党委政
府立足本地的油菜种植优势，大力推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举全镇之力，倾
力扶持油菜种植和销售，将油菜生产打
造成为于集镇的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

“目前，以油菜为主栽品种的蔬菜种
植面积达 4 万亩，被评为山东省无公害
油菜生产基地。”许士海说，于集油菜以
其大规模、高品质，享誉全国，并走出国
门，被誉为“中国油菜第一镇”。以油菜为
主的蔬菜产业，已成为于集镇农民增收
致富的龙头骨干产业。仅蔬菜一项，2011
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0600 元，
被聊城市委、市政府授予“农民年人均纯
收入万元乡镇”。

许士海说，于集引进推广先进的种
植模式和技术，引导菜农采用“油菜+西

瓜+大众菜或棉花”的种植模式，实现一
年三种三收或四种四收，亩产值突破 1.5
万元。将低矮中小拱棚升级改造成高约
3 米的大拱棚，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强度，
提高了种植效益，棚内一年四季种植蔬
菜，亩产值可达 3 万元。建设大型育苗基
地 2 处，扶持成立了 15 个蔬菜生产合作
社，积极引进蔬菜新品种、大力发展绿色
有机蔬菜。

近年来，该镇相继引进“上海青”油
菜、意大利生菜、以色列西红柿等多个优
良品种，带动菜农 2600 余户，有效提升
了蔬菜品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镇生
产的油菜、菠菜、山芹等蔬菜品种，以其
优良的品质，经过层层审查和检验，成功
进入上海世博会，于集蔬菜的品位和市
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只有顺利把蔬菜销出去，才能让群
众得到实惠，实现增收目的。”许士海说，
为规避市场风险，避免“菜贱伤农”，于集
镇畅通销售渠道，认真解决蔬菜销售难
题，将全镇 260 户蔬菜销售大户的销售
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起覆盖全国、
延伸到国外的庞大销售网络。去年，与香
港百利高等公司签订了近 1000 万元的
蔬菜销售合同。 本报记者 刘铭

东昌府区于集镇党委书记许士海：

全力打造“中国油菜第一镇”

“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技术
革新，招商引资、优化环境、培植骨干、
强化服务等措施，实现了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由粗工到精密的转变，进一步
膨胀壮大了民营经济整体规模，打响

‘中国轴承锻造第一镇’的品牌。”在特
色产业镇发展论坛特色产业镇领军人
物代表发言中，冠县清水镇党委书记呼
庆国说。

呼庆国介绍，2012 年 12 月，作为
聊城唯一一家获山东省批准的省优质
轴承锻件生产基地，冠县清水镇再立新
功，这是继荣获山东省“小企业创业辅
导基地”、 “山东省轴承锻件制造业
基地”、“省级文明镇”、“省级卫生镇”
后清水镇又获得的省级荣誉。清水镇位
于冠县北部 18 公里处，支柱产业是轴
承锻造加工，该产业在清水镇已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清水镇是中国最
大的轴承锻造基地，被誉为“中国轴承
锻造第一镇”。

“作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乡
镇之一，近年来，清水镇党委、政府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壮大轴承产
业。”呼庆国说，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技术革新，招商引资、优化环境、培

植骨干、强化服务等措施，实现了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由粗工到精密的转
变，进一步膨胀壮大了民营经济整体规
模，打响了“中国轴承锻造第一镇”的
品牌。

目前，该镇以轴承锻造加工为主的
民营企业 134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 23 家，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44 亿元，
实现年销售收入 46 亿元，实现利税
4 .42 亿元，2012 年完成工商税收 3000
万元；安装使用各类机床 9000 余部，从
业人员 18000 人，其中专职类型的农民
工人达到 8 千人，月用电量突破 1500
万度，日钢材消耗量突破 1800 吨。现有
以轴承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 3 处；小企
业创业辅导基地 1 处；鲁西车床交易市
场 1 处，容纳各类加工车床 2000 多部，
年交易额达 8000 多万元；轴承钢材销
售市场 17 处，年销售量 60 多万吨。截
至目前，轴承锻件产品销往全国二十多
个省市。全镇产品以锻件和轴承成品套
圈为主，轴承产品涵盖 6 大类别 160 多
种型号，轴承锻件产品类别覆盖率达
80% 以上，形成了集轴承钢生产、锻造、
车、磨、安装、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刘铭

冠县清水镇党委书记呼庆国：

打响“轴承锻造第一镇”品牌

东昌府区于集镇党委书记许士海代表特色产业镇作典型发言。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冠县清水镇党委书记呼庆国代表特色产业镇领军人物发言。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1 月 30 日，在 2012 聊城特色产业镇发展论坛上，10 位特色产业镇领军人物上台领奖。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L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