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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打造出了深海健康养殖新模式。

明波水产有限公司供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7月17日，一纸喜报从山
东省人民政府传来，邹城市
在山东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先进县中位居第二。这是
几年来邹城市大刀阔斧、锐意
改革创新的结晶。近期，中国
城市报调研组前往邹城市，对
其改革与发展之路进行采访
报道。

一板斧：“三端”入手，
激活城市发展潜能

日前，市民刘女士打电话
向邹城市为民服务中心的帮办
人员表示感谢；在田黄镇为民
服务中心办好营业执照的张先
生，也为“家门口的方便”打电
话点赞……今年以来，邹城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不断推进“放
管服”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服务
能力，持续深耕“便利化”这块
沃土，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
意度不断提升。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邹城
市大束镇的友泓食用菌智慧产
业基地。和人们印象中的农业
生产场景不同，这里看不到土
地、流水和汗流浃背的农民，取
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生产车
间、不断挥舞着的机器人机械
巨臂和在传送带上飞速“奔跑”
的金针菇。

大束镇党委书记田野告诉
记者：“这样一个占地9.88万平
方米的庞大项目，从获得土地
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100天。
其中，新的审批流程让开工时
间提前了70多天。按照二期
项目一天150吨食用菌的产能
来计算，这一提速直接给企业
带来了4500余万元的产值。”

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中坚
力量。为此，邹城市出台了《全
面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实施方案》，创新实施“减审批、
并环节、优流程、缩时限”等举
措，完善并联审批机制，将项目
审批由各部门单打独斗整合为
联合作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拿地即开工”。

从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实
施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到
分类精准帮办代办、实行“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再到填写《申
请材料容缺办理清单》后，即可
对33个审批事项申请材料实
施容缺后补、先行审批……这
些举措不仅加速了项目建设，
更为邹城市营造出了优质的营
商环境。

去年，邹城市将原有的工

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整合，成
立新的邹城经济开发区，推出
一系列提质增效的举措：经济
发展职能与社会发展职能完全
剥离，工作人员从150人缩减
到110人，内设机构数量从12
个减到7个。改革不到半年，
预期目标就已实现。

此外，邹城市还进一步深
化农村产权改革，建立了农村
集体股权交易管理平台，将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信息、股
权量化、收益分红等改革要素
整合纳入平台，开展农村集体
资产股权质押贷款试点。

“以公众需求为出发点,
以流程重组为手段,以服务链
为纽带,促使组织模式转变和
政府绩效改善。”邹城市发展
和改革局局长陈伟表示，改革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引擎，正是因为从行政审批
改革、工业园区改革、农村产
权改革等“三端”入手，邹城市
激活了蛰伏的发展潜能。

二板斧：守正创新，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在当地决策者看来，邹城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追求
经济的质，远比眼前的量更有
决定性意义。在量与质的抉择
上，邹城市决心调优发展结构。

2018年，邹城市的GDP已
破千亿元大关，到2019年“压
减”为800余亿元，这是邹城市
破除“唯GDP论英雄”思维定
式，主动调整、自我革命，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调优发展结构
的结果。邹城市今天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过往无数次新旧观
念碰撞后，总结出“守正创新”
下的动能转换理念。

多年来，邹城市坚守优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动摇，大
力推进新兴产业崛起，立足当
下、瞄准长远，新旧动能转换加
速起航。

“一方面，我们坚定不移提
升传统产业层级，聚焦现有传
统支柱产业，加大技改力度，推
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以
绿色化、智能化、集群化、链条
化、融合化‘五化提升’为抓手，
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化工、高
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机器人‘1+5’重点产
业。”陈伟表示，“另一方面，政
府持之以恒抓好新兴产业培
育，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出台《电商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等专项政策文件，指导电子商
务等新兴产业发展。”

邹城市以产业结构调整做
强发展支撑，以优化生产力布
局为目标，把产业和项目作为
载体和抓手，大力发展园区经
济、城市经济、生态经济，形成
了高端引领、专业分工、循环节
约、多极支撑的发展格局。利
用调整出来的产能、挖潜出来
的土地，推动京东云、蘑菇小镇
等一批具有突破带动效应的大
项目，并引进落地15个500强
项目，有效提升了经济发展质
量，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7.4：
45.3：47.3。在济宁市重点项目
观摩中，蘑菇小镇等三个重点项
目全部入选济宁市十佳项目。

记者了解到，未来，邹城市
将继续把经济开发区作为主阵
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破传
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调整“国重
民轻”经济结构，通过发展壮大
园区经济，实施产业强链三年
行动计划，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此外，邹城市还将坚持在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中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壮
大，与京东集团合作建设的京

东云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目
前已有50家企业入驻，5年内
力争产值达到200亿元。

三板斧:城乡共赢，
打造乡村振兴的“邹城模式”

在大束镇枣行村采访时，
记者见到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的程奎。

程奎向记者介绍，2019年，
他发动村民，以村集体占46%
为最大股东成立了合作社，按照
四位一体运营模式，走市场化
道路。村民土地进行流转后，
每年可增加40万元收入。

“合作社每年收入的30%
给农民分红，30%用于再生产，
20%用于民生事业，20%作为
资金保障。”程奎说，村里还成
立了劳务公司，为全村727名
农民解决工作问题；为残疾
人、贫困家庭等专门设立公益
岗位，解决基本生活保障；还
利用欢乐谷在本村的优势条
件，建设商业街，安排农民从事
农家乐、民宿、采摘等经营，增

加收入。
对于一些中型企业在当地

投资时面临的资金紧缺问题，
邹城市政府也提供了相应政策
支持。如济宁九五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计划投资2.5亿元的高
端果树种苗繁育基地项目落地
郭里镇，但由于企业资金不足
频频遭遇贷款难，项目建设举
步维艰。

在邹城市农业农村局的引
导下，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济宁有限公司对济宁九五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附
着物作为抵押完成放款。如今，
济宁九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
经种下超过400万株种苗，每年
投放市场200万株。按照这一
速度，银行五年内就可收回全部
贷款。至此，一艘新的乡村振兴

“航母”在邹城市起航。
“邹城市坚持将一张蓝图

绘到底，西部大力发展园区经
济，东部发展乡村生态经济。”
济宁市委常委、邹城市委书记
张百顺介绍，邹城市认真践行

“两山”理念，紧紧抓住作为山
东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机
遇，以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
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
美”总体思路，高点定位、聚力
突破、全域推进，全力打造乡村
振兴的“邹城模式”。

“邹城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认真落实山东省委

‘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求，
以攻坚的劲头、改革的精神，担
当作为、狠抓落实，经济社会呈
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局
面。”张百顺总结邹城市近年来
的发展情况时如是说。（图片由

邹城市委宣传部提供）

砍下“三板斧”结出丰收果

塑造高质量发展山东省邹城市优势塑造高质量发展山东省邹城市优势

邹城市村级为民服务中心实现市镇村全覆盖。

邹城市机器人战略新兴产业强势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