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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提出城镇化战略以来，关于这一热
词的聚焦便风生水起。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城镇化？把农村人口迁
移到城市，让农民变市民，把农村低矮的平房拆
掉，让农民住上楼房，给村子里修更宽的路、搞
更大的绿化、建几座学校、医院……各地从理论
到实践层面的探索可谓新招迭出，可这个“跳农
门”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同样让人应接不暇。

继各地大搞“农民上楼”之后，关于农民上
楼再返农、楼区功能配套严重不足、乡村普遍出
现“空心化”活力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等报道便屡屡见诸报端。这不禁引发我们反思，
真正的城镇化路径也许并不是农民上楼，而是
立足产业发展，解决农民的就业和生计问题。

“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不是把济南搞得越来
越大，也不是让大家都去当北漂，产业的引领和
支撑才是实现城镇化的基础。”在山东省中小企
业局有关负责人看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
营经济，从根本上解决百姓“饭碗”问题，通过产
业集聚带动才能真正破解城镇化的驱动力难
题。

山东省是经济大省，去年GDP已迈入5万亿
俱乐部，其中81万户中小企业的作用功不可没。
据省中小企业局统计，拉动城镇化动力的产业
集群规模日趋膨大。截至去年，年营收超过10亿
的集群达393个，过50亿的238个，过100亿的136
个，过200亿的47个。

放眼全国，产业化引领城镇化已是大势所
趋。在城镇化率较高的东部沿海以及广东、江浙
等发达省份，当地产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
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

本报此次推出的“走进山东产业强镇”系列
报道，也正是通过对我省部分产业强镇样本的
走访剖析，以及对强镇的领军人物——— 书记、镇

长的访谈对话，来展示山东在产业化引领城镇
化方面走出的独特路径、中小企业集聚效应在
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的乘数效应，总结出城
镇化建设的“山东模式”。

通过连续多日的实地走访，记者发现，中小
企业铺天盖地引发的集聚效应正越来越成为各
强镇实现城镇化的必经之路。

在胶东，我们看到一些小镇遍布着超过千
家中小企业，它们密密麻麻分布在一个产业链
的上下端，全镇80%的人口在这些企业里“讨生
活”，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几乎与这些镇绝缘。

在潍坊，我们看到一些强镇上的农村家庭
男女分工明确，在家门口的企业“打工”，家庭年
收入早已过10万，这让他们轻松地就可在镇区
住上高档小区，而且功能配套一点儿不亚于城
市。

在烟台威海，我们看到镇上的一批批中小
企业早已成长为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和隐形冠
军，不但吸纳了本镇的劳动力，而且开始辐射带
动周边乡镇。政府也借力发展不断提升基础设
施、教育医疗、科研支撑等公共服务水平，小城
镇已然发展成为城市次中心。

“大企业的优势在规模，中小企业的优势
在集聚，发展城镇化中小企业也可以‘唱大
戏’。”山东省中小企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镇
强则县强，县强则市强，市强则省强。尽管山
东省中小企业在推进城镇化方面作用突出，
但我省城镇化率只有5 2 . 4%，比全国平均水
平略高一点，而苏、浙、粤三省均高达6 0%以
上。最高的广东省去年达到67 . 4%，10年后预
计达到8 0%。我省城镇化的发展规划是2 0 2 0
年城镇化率达到6 3%，1 7年后还达不到广东
省去年的水平。这说明我省城镇化建设任务
很重，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我想回家干，哪怕在外边一
年能挣五六万，在家门口只能挣三
四万！可惜，咱老家没几个像样的
企业！暂时我还不可能放弃在广东
打工挣钱的机会，但是，我做梦都
在想何时一家三口能天天在一起
看电视吃个热乎饭。”

这是春节回家时，菏泽老家几
个打工农民的心声。他们不懂产业
集群和产业化为何物，更不懂这几
年很热门的“城镇化”。他们只知道
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才叫生活。

“今年儿子就要毕业，到底让
他留在北京闯，还是回威海？老家
城市虽然小，也有一大批发展势头
很好的企业，路不远，待遇也不错。
如果他一个人在外闯荡，不仅会生
活得很累，连我们老两口也得为他
何时能在大城市买上房子发愁。如
果儿子回来发展，一家老少在一
起，我们退休后的生活会更轻松。”
威海环翠区的老赵期待三五年后
可以过含饴弄孙的生活。在他的老
伴看来，“大城市的高楼跟鸽子笼
子似的，连喘气都不舒服。”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下海潮，那
时能成为万元户差不多是所有平
民的目标；又走过九十年代的打工
潮，那时，无论是学子还是年轻的
农民，京、浙、广、深，几乎每一个高
楼簇拥的地方都是国人追求富裕
的梦乡。一波又一波人的打工潮让
人们认识了“城市化”这个名词，“城
市化”的背后是无数家庭分离的奔
波，大多数的奔波是“讨生活”。于
是，乡村里有了“3860”部队，于是，

“留守儿童”开始成为问题。
进入21世纪，当80后成为珠三

角长三角工厂的主流，人们突然发
现，第二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是为了
挣零花钱或者在老家盖房子，他们
想要的是有滋有味的生活。于是，
一连串“富士康事件”引发了人们
关于“流水线”与人及生活的思考。

一边是拥挤的城市，一边是空
心的村庄。年轻人期待“上班”而不
是“下地干活”，而且城市工业的发
展和农村机械化耕作也令农民“上
班”成为现实。但是，在哪里上班才
好呢？改革开放30多年，当国民收
入成功跨入中等国家行列，当农民
的账户上也有了挂着4个零的存
款，他们在思念老家温暖的生活。

城市化不是把济南扩出三环五
环，更不是让更多人去当北漂南漂。

“漂”和“挤”都不是美好生活。中国
城市化重心在于乡镇。当工业搬到
城郊和更远的乡镇，成为一个个产
业集群，当产业集群带来物流商流
和一个个居民生活区，当9亿农民大
多可以在家门口上班、在小区内养
老就医，当留守儿童不再成为问题，
那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

“漂”和“挤”
都不是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岩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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