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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城乡
整合优势资源，
从而都能跟上社
会的步伐摆在全
国多数省市的面
前。烟台根据自
己的特色，提出
了“功能区带动
型城乡一体化发
展道路”。

新型城镇化
“烟台模式”领先
“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获专家组高度认可

□记者 王晏坤 报道

本报5月26日讯 随着经
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型城镇
化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
地进行，作为山东省经济总量
第二的港城烟台当然也不例
外。从2012年9月份开始至2013

年4月份，烟台市结合实际，提
出了走“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
体化发展道路”，被原建设部
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等6

名专家评审组认为在全国具
有典型意义。

烟 台 新 型 城 镇 化 道 路
的诞生还要从2012年9月7日

说起。
当天，烟台市召开城镇

化和农村建设工作会议。市
长王良在会上提出，烟台要
尽快探索具有胶东特色的新
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这既是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改善群众生活的重大民
生工程。

要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
道路，需要认真分析国内外城
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把握
本地的基础、条件和优势。

据烟台市政府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介绍，城镇化不是单
纯的“造城运动”和土地的规

模扩张，必须统筹城市和农村
发展，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
同时，避免在城市内部形成新
的二元结构。

结合国内外经验和本地
实际，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认
为，烟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
向应该坚持以人为核心、以产
业为支撑、以服务为保障、以
政策为突破，同时还要走出胶
东特色。

据了解，在部分拉美国家
和东南亚国家，就业创业问题
解决不好，出现了“城市贫民
窟”等社会问题。

因此，烟台必须充分发挥

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优势，把
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
新兴产业、促进就业创业紧密
结合起来。

据烟台市政府办公室提
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烟
台城市人口密度已由2006年
的 1 9 4 9人 /平方公里下降到
2011年的1592人/平方公里。另
外，烟台园区建设面积达1500

平方公里，已吸纳就业125万
人，是烟台全市发展最快、活
力最足、质量最好的板块。

最终，“功能区带动型城
乡一体化”的烟台城镇化发展
模式诞生。

功能园区和县镇共同发力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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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模式

依托区位优势
城乡共享资源

“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体
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到底是
个什么模式呢？

据烟台市政府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介绍，所谓功能区带
动型，即按照烟台区位优势，
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胶东
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建设为
统领，重点发展各类园区、度
假区、行政区域等功能区，促
进产业、要素、人口聚集，带动
全市城镇化的发展。

而城乡一体化，则是指遵循
城乡统筹，包含城乡规划建设一
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要素配置

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
务一体化、管理体制一体化，全方
位提高城镇化质量。

“要让农民带着工作、资
本、保障、尊严进城，即使在农
村也应能享受到同等公共服
务，使用同等公共资源。”今年4

月19日，在烟台市召开的全市
城镇化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
议上，市委书记张江汀说。

发展载体

以园区带动就业
发展县域次中心

总体上来看，烟台依托园

区打造了机械制造、现代化工
等5个产值过千亿元的产业集
群，培育了2886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其中，通用东岳聚集汽
车零部件企业200余家，吸纳就
业15万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就业创业、促进了人口
集聚，有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村镇建设中，近年来，龙
口、莱州、招远和蓬莱连续入选
全国百强县，龙口、招远、长岛
城镇化率均已超过50%，招远、
蓬莱、栖霞正在加快向中等城
市迈进。

龙口南山村和诸由观镇、

招远玲珑镇的玲珑集团、栖霞
中桥镇和桃村镇、福山区回里
镇、莱州沙河镇、海阳凤城镇等
一批典型不断崛起。

未来一个时期，烟台将加
快建设一批产业大镇、经济强
镇、区域重镇和物流商贸、文化
旅游特色名镇，成为县域经济
发展中的次中心。

力争到2015年全市8个省
级、7个市级示范镇驻地人口分
别达到3万人和2 . 3万人以上。
到2020年，有15个镇驻地人口达
到3万人以上，5个镇驻地人口
达到5万人以上。

□本报记者 王晏坤

在烟台的城镇化进程中，功能园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
外，一批富有特色的乡镇崛起，对城镇化的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本报记者 王晏坤

烟台“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
体化”道路被认为具有全国典型
意义，那么这条道路最终是怎么
出炉的呢？“烟台城镇化建设‘烟
台模式’的出炉，的确经历很多，
费尽了周折。”对此，烟台市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王松杰的描述很简
单，但过程却很是复杂。

时间回到2012年12月5日，为
期三天的山东省城镇化工作会
议顺利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城镇
化发展路子。

会议闭幕后，王良市长立即
给烟台城镇化建设小组布置了
三个“作业”：第一个是要深入研
究目前烟台城镇化发展有什么
特色？第二个是将来要走什么样
的发展道路？第三个则是需要打
破哪些瓶颈？

“作业”布置完成后，很快就
下达至烟台市住建局城镇化工
作科，也是烟台市城镇化建设小
组的牵头科室。

“先后组织了21多个单位，
分3个组，每个组负责三个县市
区进行深入调研。”烟台市住建
局城镇化工作科科长陈俊涌说。

可是烟台的城镇化发展到
底具有什么特色？

经过前期大量的探讨后，很
多意见都集中到了城镇化建设
小组主要成员上来了，其中有烟
台市府办副主任王松杰、市府办
秘书一科科长王语堂、市府办秘
书三科科长祝潜、市府办调研四
科主任科员田磊、科员刁崇晓和
烟台市住建局城镇化工作科科
长陈俊涌等共9人。

“经过我们多次调研和讨论
后发现，烟台的城镇化基本上是
靠工业化引领，而工业化又大多
是通过园区聚集，当吵到这里时，
我们茅塞顿开了。”陈俊涌说。

此后，在烟台市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王松杰的脑海里，一个新
的概念出炉了，那就是“功能区
带动型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提出后，终于
得到了小组成员的一致认同，也
得到了市委书记张江汀、市长王
良、分管副市长于松柏的赞同。

“确定了发展道路，我们马
上就投入到了《纲要》的编制中，
这也是个大工程。”陈俊涌说，期
间张江汀书记和王良市长多次
作出批示和指导性意见。

为了尽快完成《纲要》，王良
市长两次要求编制小组去济南
学习、去临沂取经。

前后经历5个多月调研、探
讨、磨合，3 0多次的内容改动，

《纲要》终于在2013年4月13日正
式印发。

“烟台模式”出炉记

到2015年，全市城镇化率
达到63%，城镇人口达到440万
人以上；人均生产总值10万元
以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45%

以上，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4万元以上，万元生产总值
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完成省
下达的目标任务；居民人均住
宅建筑面积35平方米以上，城
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覆盖率达

到96%以上，中低收入家庭住
房保障实现全覆盖，每年新增
城镇就业12万人以上，新增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以
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 5%以内；城乡垃圾一体化处

理实现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达
到43%以上；各功能区成为支
撑人口聚集的重点区域，各项
城镇化指标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中等城市达到7个，3万人以
上小城镇达到8个。

到2020年，全市城镇化率达
到70%以上，城镇人口达到500万
人以上，功能区聚集、带动能力
显著增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显著改善，城镇居民生
活品质和文明水平显著提高，城
镇化质量接近东部沿海地区较
高水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基本构建起支撑蓝色文明幸福
之都建设的城镇体系。

格未来目标

2020年全市城镇化率达七成

在中粮君顶酒庄，葡萄园紧挨楼房，形成乡味十足的现代社区。 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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