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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抢鲜看

183个事项和工程列入“一圈一带”规划

济济德德一一体体化化驶驶上上快快车车道道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孙爱云) 在我
省颁布的“一圈一带”规划
中，德州有十大特色产业基
地列入，这些基地将实施高
端高质高效产业发展战略，
推动德州在山东西部率先隆
起、洼地崛起。

十大特色产业基地分别
是：夏津农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园、德州华鲁恒升煤化工
基地、武城循环经济产业园、
夏津棉纺织产业集群、禹城
高端新能源装备产业园、武
城汽车配件产业园、齐河亚
特尔地热能成套设备特色产
业基地、宁津电梯产业特色
基地、山东力特佳盟航天新
材料产业园、德州土工材料
研发生产基地。

“这些基地将坚持市场
导向，统筹合理布局，实施高
端高质高效产业发展战略，
做强现代农业，做优新型工
业，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和
财税链，走质和量同步提高、
好与快统筹兼顾的新路。”发
改委工作人员介绍。

十大产业基地

成重点支撑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孙爱云)

记者了解到，按照“一圈一
带”规划，在重点平台建设
上，明确提出提升德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禹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庆云—天津红
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
岛保税港区(德州)功能园区
建设水平，建成西部加速崛
起的重点产业平台。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我省北部唯一的国家级
开发区，德州规划了100平
方公里产业园区，现已将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开发区内产业园区
规划“三规合一”、调整统
一到位，已经投入超过200

亿元，完成了“九通一平”
基础设施配套，园区内村
庄全部搬迁到九个大社
区，完全具备进行大规模
开发建设的基础条件。计
划3—5年时间，在鲁西北
打造一个100平方公里的
现代化产业新城。

红云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由庆云县和天津市红
桥区联合建设，是我国北
方首个异地共建开发区、
飞地经济实验区，是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对
接京津冀的成功范例。目
前，三纵三横主干道路及
配套基础设施全部完工，
创业服务中心、环区生态
水系正加快建设，已有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等21个央
企名企外企投资项目开工
建设。在实施飞地经济上，
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德州建
立“飞地经济示范区”，实
现利益共享、合作共赢。

青岛保税港区(德州)

功能园区。该园区2012年2

月签约，项目规划占地面
积5 . 46平方公里，由青岛保
税港区总投资160亿元建
设的集现代物流、高新技
术、出口加工、大宗商品展
示交易等多重功能在内的
大型园区项目。该园区的建
设有利于实现青岛保税港
区的先进运作模式与德州
区位交通及基础的优势叠
加，可实现青岛保税港区功
能向内陆延伸，打造山东省
西部外贸发展基地和“黄
蓝”两区示范园区。

四大开发区

成产业平台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孙爱云 ) 9月1日，
记者从德州市发改委获悉，共有
183项事关德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事项、重点工程纳入“一圈
一带”规划，其中“一圈”纳入21
项，“一带”纳入162项。

深化济德一体化

记者了解到，西部隆起带规
划纳入的德州21个重要事项，涉
及重点平台建设、现代农业发
展、做大做强镇域经济、金融创
新发展等多个领域。其中在总体
发展定位上，明确将德州定位于
统筹跨越和生态低碳发展高地。
在城市产业定位上将建设全国
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生物产
业基地、高端装备制造基地、纺
织服装基地及全省低碳发展示
范城市。

9月1日，德州市发改委工作
人员介绍，在区域一体发展上，

明确提出今后将推进济德一体
化进程，加快建设对接京津冀和
环渤海经济圈的桥头堡，实施

“南融北接”，与济南合作共建产
业协作区。济德一体化是德州近
年来实施的重要区域战略，现已
取得阶段性成效，特别是南部齐
河、禹城、临邑是融合的紧密层，
目前济南仅在齐河落地项目就
达215个，总投资460多亿元，今
后济德一体化将进一步深化。

交通、生态全面发力

德州有24项重点工程列入
了西部隆起带规划，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方面覆盖了铁路、公路、
水运、水利、生态等五大方面。交
通方面将加快建设济南至石家
庄客专，加快建设德商线德州至
菏泽、济南至乐陵等高速，规划
建设济南长清黄河公路大桥、济
齐黄河公路大桥项目建设，做好
G105等公路项目改造，研究论

证德州至郓城高速公路，同时规
划建设德州港。其中，德商高速
夏津至聊城段已于6月底开建，
德商高速德州至夏津段将力争
在9月底前开工建设。

据了解，24项重点工程还有
水利和生态方面的相关内容。其
中水利方面包括德州市潘庄、李
家岸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工程，徒骇河防洪治理、漳卫河
治理、马颊河治理工程；生态领
域包括德州市夏津黄河故道生
态修复综合开发工程。

承接省会产业转移

德州市发改委工作人员介
绍，“省会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以济南为中心，70公
里为半径，包括齐河、禹城、临邑
等周边区域的紧密圈层；以150
公里为半径，淄博、泰安、德州、
聊城、滨州5市市区为节点的辐
射圈层。”

按照省会城市群都市圈发
展规划，今后将以济南黄河北地
区和齐河、禹城、临邑作为重点
区域，建设北部产业转移承接协
作区，支持德州、聊城建成边界
科学跨越发展先行区。在形成两
条产业聚集带上，明确提出德济
泰莱产业带，巩固提高德州粮棉
生产和食品工业基地，承接省会
城市、京津冀产业转移和辐射带
动，建设全国重要的太阳能产业
基地、生物产业基地、纺织服装
基地，全省低碳发展示范城市。

西部隆起带规划还纳入了
德州23个重点产业园区(基地)，
25个重点特色镇(经济强镇、区
域重镇、文化旅游名镇)、69个重
点储备项目(在建项目47个，前
期项目22个)。省会城市群都市
圈发展规划共纳入了德州4项重
大事项和17个重点工程，譬如文
化旅游项目包括齐河黄河生态
旅游文化大观园、德岸漫城文化
创意产业园等。

重重点点做做好好六六件件大大事事建设“一圈一带”是
德州实现跨越发展的重
大机遇。9月1日，记者从
德州市发改委获悉，依托

“一圈一带”规划，德州今
后将突出抓好六项重点
工作，实施产业强市、科
教兴市、文化立市、生态
美市、惠民安市五大战
略，构建现代产业、新型
城镇、民生保障三大体
系，全面加快工业化、城
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
化进程。

“一圈一带”给德州
提供了实现跨越发展的
契机，围绕该规划德州未
来发展的具体目标是，到
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4500亿元，年均增长
1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完成300亿元，年均增长
17%以上；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
收入分别达到5万元和2万
元，年均增长13%以上；城
镇化水平提高到53%，每
年递增一个百分点以上。

今后将依托“一圈一带”规划做好6项重点工
作。首先是把膨胀总量作为加速隆起的基石，每
年抓好总投资过千亿元的百个以上市级重点项
目，争取尽快形成现实生产力。在投入安排上，力
争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保持在25%左右。

德州将把转型发展作为加速隆起的核心。实
施新兴产业倍增、传统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壮
大、现代农业提升“四大工程”，确保十大主导产
业到2015年全部达到千亿级规模，加快建设三次
产业深度融合、支柱产业高端发展的产业名城。
强化大企业培植，深入实施“1351”工程，确保3至
5年内打造10个销售收入过百亿、30个过50亿、50
个过30亿、100个过10亿元的企业，培育一批百亿
级骨干企业和千亿级产业集群。

今后将把县域经济作为加速隆起的重点。实
施“市区跨越、南部崛起、中部提升、东部突破”战
略，以2011年为基数，确保完成县域经济“三年倍
增、五年翻两番”目标。今后一个时期各县市区在
增速上争取全部进入全省前30位，总量上力争进
入全省前100位，基础较好的向前30位、50位迈
进。把工业化作为县域经济的最大动力，每个县
市区重点培植2至3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加速隆起的载体。目
前，德州正在编制中心城区、县城、小城镇、农
村居住社区四级规划，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城
镇体系。加快发展中心城区，今年安排重点城
建项目67个，总投资224亿元，力争到2015年实
现“双百”目标(面积100平方公里、人口100万)。

德州将把要素保障作为加速隆起的关
键。目前正在积极规划建设高铁新区金融中
心。今后将突出增加信贷投放、扩大直接融
资、推进企业上市、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优化
金融生态环境五项重点，为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的金融保障。把对接合作央企作为重点，
大力推进产业链、基地化、精细化招商，争取
每年引进一批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
好项目。

改善民生将作为加速隆起的目的。加大
公共财政投入，每年办好一批民生实事，确
保民生投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60%
以上，在劳有所得劳有多得、学有所教学有
优教、病有所医病有好医、老有所养老有康
乐、住有所居住有宜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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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崛起的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孙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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