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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店镇党委书记刘长海：

西王三星等龙头企业

也是从中小企业起步

“无论是搞综合配套设施建设还
是提升城镇居民幸福感，发展工业经
济，培植各类中小企业都是最基本也
是最有效的支撑。”谈及韩店镇城镇化
的成就，刘长海直言不讳地说，西王、
三星等龙头企业无疑对全镇经济贡献
最大，可它们和现在其他企业一样，都
是从村办企业、中小企业一步步发展
起来的，它们发展的荣辱兴衰也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了韩店城镇化的进程。

刘长海说，上世纪90年代末，西
王集团遭遇了企业发展史上一次最
大的困境，受国际市场影响，企业出
现巨额亏损。当时村民情绪激动，认
为办企业都是给个人牟利，村民联名
要求分掉集体财产，最后凭借创始人
王勇的大胆尝试，二次创业，才缓解
了矛盾，企业也从此走向发展的快车
道。“包括西王在内，当时镇上许多企
业都出现经营困难，别说搞城镇化
了，能让他们安心种地就不错。”

进入2000年以后，镇上的中小企
业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西王、三星等
龙头企业也开始了一日千里式的突
进，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到企业打
工。受此拉动，镇上的土地价格也水
涨船高，不少村子开始和企业合作，
由企业出资对村民的土地进行开发，
村民到企业里打工，土地开发收益由
企业和村民分成。如此一来，村民基
本是土地和打工“双收入”，土地流转
的热情一下了就激发了出来。“许多
村子都创造自己的改造办法，由村里
能人带头或引进别处的企业，整个过
程村民非常积极主动。”

“盖大楼容易，关键要让居民有
幸福感。”刘长海认为，现在的韩店镇
吃饭、就业等问题已基本解决，但真
正的城镇化并不是让大家除了吃饭
就是打工，而是要通过高水平的社会
保障和文化建设让居民找到留在镇
上的幸福感。“现在我们是站在一座
城市的角度来看韩店发展，要培育自
己的文化，塑造城镇的灵魂，就像一
本书一样，翻开后能看到企业家的创
业精神、居民和谐互助的氛围，形成
韩店特色的文化。”

滨州韩店镇：

平均每户一名产业工人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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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强镇人物

创富·走近山东产业强镇

当全省的众多乡镇还在大力呼喊着进军城镇化的时候，邹平县的韩店镇却吹响了建设“小城市”

的号角；当众多乡镇为土地拆迁、旧村改造难以推进而头疼不已时，韩店镇的村民却主动找政府自愿

申请拆掉房子到镇上居住；当不少乡镇为解决城镇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居民社保水平而财力捉襟

见肘之时，韩店镇却连续八年实施居民新农合、水费、丧葬费等六项免费和70岁老人高龄补贴。

作为山东省中小企业局2012年选定的“十二五”期间各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产业强镇，

是什么造就了韩店镇的幸福？

商者无域，大道至简。关于企业、关于行

业，关于品牌培育和打造，关于创新、管理和

品牌营销，关于商海、商事与商道，请讲出您

所知道的精彩、艰难和感悟，记者愿与您一起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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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

“看看这路两边的建筑、绿化还有这些
政府机构，有没有觉得这不是一个镇，而像
一个县城或地级市？”行驶在韩店镇镇区，
司机邓师傅指着路边一栋栋高楼颇为自豪
地对记者说。如司机所言，韩店镇宽阔平直
的道路和整齐划一的绿化，让这个12平方
公里的镇驻地足可以比肩东部沿海的一些
大城市的市区风貌，这里不但有韩店国土
分局、国税地税分局等政府机构，还有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市民公园、文
化园、休闲广场等文化娱乐设施也一应俱
全。

在韩店镇西王村西王集团的玉米文化
展厅里，记者看到一棵硕大的玉米树巍然
挺立，上面挂满了各种从玉米中提取的产
品。粗略数一数，有150余种产品。工作人员
介绍说，从玉米中可以提取出2000多种衍
生物进行产品开发，目前西王集团已将30
多种产品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按照规划，

我们每五年都将推出一批技术和产品。”
仅靠玉米就可以做出如此大的产业，而

这仅仅是西王集团这个村办企业的一个产业
板块。从1986年创建以来，西王集团已经发展
成销售收入260亿元，利税11 .6亿元的大型企
业，旗下有西王糖业、西王食品、西王特钢三
家上市公司，主要产品食用葡萄糖、无水葡萄
糖、玉米油的生产规模均为亚洲最大。国内
40%的结晶葡萄糖是西王集团生产的，60%的
玉米油是西王村生产的，85%的药用无水葡
萄糖是西王集团生产的。

同属韩店镇的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现
在总资产超70亿元，旗下三星油脂中国玉米
油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两家巨无霸企业加起
来已吸纳职工人数近20000人。“整个邹平9家
上市公司，韩店就有4家，全镇规模以上企业
43家，中小企业400多家。”韩店镇党委书记刘
长海告诉记者，强大的工业成为韩店镇域经
济的有力支撑，全镇近5万人口，光被企业吸

纳的就有3万多人，平均每户一名产业工人，
年均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

在刘长海看来，“韩店模式”最重要的
就是靠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
小企业的双重支撑，不但解决了大量农村
劳动力的就业岗位，而且推动了土地流转，
增加了政府财力，这些都为大规模、高标准
的城镇化提供了基础。“去年全镇地方财政
收入达3 . 41亿元，这几乎达到滨州市阳信、
惠民等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在全省1000多
个镇中也能排进前列。”

正是靠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韩店在
全省树立了服务民生的典型。这里新农合、
水费、镇域免费公交、中小学义务教育学习
资料费、殡葬费、契约式治安联防保险六个
领域全部免费。从2012年开始，全镇70岁以
上老人，在享受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镇财政每人每月再给予80-300元不等
的高龄补贴，受益人数达2800余人。

“不用一个业务员，订单多得做不完”

“我现在明年的订单都基本排满了，国
外的需求非常旺盛。”在山东博文集团有限
公司餐具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伴随着机器
的轰鸣，一排排西餐用的一次性小叉子、小
勺子成品被生产出来，工人熟练地将产品
整合打包放入箱子里。

据公司董事长马文博介绍，这种一次
性的餐具几乎全部出口美国、意大利、法国
等欧美国家，用于航空、火车及家庭用餐。
由于是一次性使用，餐具的需求量非常大，
几乎每天都发集装箱。今年下半年他正准
备将最后的人工包装环节换成机器手操
作。“这样原来15个人的活儿，只要5个人就
够了，效率大为提高。”

“其实一个小叉子的利润平均算下来
也就几厘钱，比刀片还要薄，但我每年出
口的量很大，所以整体盈利还可以。”马

文博表示，由于这种一次性刀叉餐具主要
是西餐用，与之相比国内市场空间不大，
客户的订单太小。“我曾经联系过南方航
空公司，它们一年的订单我一个星期就完
成了。”

凭借常年从事出口的经验，跟许多外
贸加工型企业苦于没订单不同，马文博从
来不担心无单可做。“我公司里没有一个业
务员，因为根本不需要。”

除了出口一次性餐具，博文公司还做
毛巾及针织用品的出口，业务同样火爆。由
于订单充足，他现在拉了镇上其他十多家
小公司做配套，而他则向上游纺织延伸。

其实，放眼全省，诸如此类专攻一个
细分市场、靠精准营销攫取财富的中小企
业并不鲜见，而韩店镇的中小企业除了专
业细分之外，还在谋求向科技、高端转

型。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为水利系统做的

一个产品，此前国外进口需要6000元，我
们经过联合科研攻关，现在成本只要800
多元，供不应求。”在辰坤集团物联网业
务展厅，集团董事长郭训功指着展台里
一台设备对记者说。在他身后，为电网、
交通、医疗、市政等公共服务系统提供应
用的各类物联网产品看得人眼花缭乱。

郭训功介绍说，他以前是从事缫丝行
业的，2006年在参加中小企业局组织的中
小企业博览会上，本来想卖丝织品的他发
现物联网正成为未来最具前途的新兴行
业，几番交谈后，他毅然决定转型做物联
网。“现在越做越觉得这个行业有前途，下
一步我将进军芯片国产化，进一步延伸产
业链。”

村民主动说“你们快来拆房子吧”

在韩店镇工作了近十年的刘长海一步
步见证了韩店镇的发展历程，他感触最深
的是农民对征地态度的转变。

“我刚来的时候现在的三星集团占
了原来老镇政府所在村子的一块地，当
时村民意见很大，说什么都不搬。我去协
调，别提有多难了。”刘长海说，不管是每
亩地给粮食还是给现金补助，村民们就
是不搬，不少人在地上静坐，政府盖上墙
也被推倒了。

然而时隔不久，随着镇上几户大企业
发展进入快车道，以及一大批充满活力、富
有发展特色的中小企业的崛起，曾经一度
让政府最头疼的征地问题瞬时间变成了最
容易解决的问题。“村民现在都主动来找政

府说：‘你们啥时候来拆我们的房子？’”刘
长海说，镇上各类企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
的劳动力，而且工资待遇也随着企业的做
大而水涨船高，这让一些村民巴不得快点
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一亩地种粮食一年也
就收入1000多块钱，解脱出来后到镇上的企
业打工，只要肯卖力气，一线工人月收入
4000元很正常。

这么多的村民进入城镇，集中居住，政府
的配套措施能否跟上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统一
规划，这是保证一个城镇未来可持续发展
和能否提供幸福感的关键，然后就是凭借
政府财力和引导企业参与的城镇建设。”
刘长海说，目前《韩店镇城镇建设总体规

划》已经完成，包括基础设施、水电气暖、
功能分区等一应俱全。目前仅教育综合功
能区和康复医疗中心就已累计投资近5亿
元，新建(改建)镇村道路60公里、排水管网
31公里，建设污水处理厂4处，在全省开通
了镇域内免费公交车。

同时，颇具韩店特色的是，由于
几个大企业都有自身发展的详细规
划和雄厚财力，政府在城镇化建设
中可以顺水推舟。目前通过政府引
导，西王、三星和齐星等龙头企业已
累计投资4亿元，建设了办公区、商
务区和研发中心，目前城镇驻地面
积12平方公里，规划面积20平方公
里，为城镇化奠定了空间基础。

声音

真正的城镇化并不是

让大家除了吃饭就是打工，

而是要通过高水平的社会

保障和文化建设让居民找

到留在镇上的幸福感。
——— 刘长海的城镇化哲学

噪随着镇上几户大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以及一大批
充满活力、富有发展特色的中小企业的崛起，曾经一度让
政府最头疼的征地问题瞬时间变成了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噪放眼全省，诸如此类专攻一个细分市场、靠精准营
销攫取财富的中小企业并不鲜见，而韩店镇的中小企业除
了专业细分之外，还在谋求向科技、高端转型。

噪在刘长海看来，“韩店模式”最重要的就是靠顶天立
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的双重支撑，不但解决
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岗位，而且推动了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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