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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代服務業靠什麼？靠的
是自主創新能力，自主創新就要
有領先一步的先進理念和未雨綢
繆的規劃舉措。徐匯區委、區政
府深諳「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
「戰術」，在打造現代服務業「1
＋6」行業結構時，始終堅持規
劃先導、政策先導、資金先導和
人才先導。
規劃先導就是通過科學指導區

「十一五」規劃各分規劃的編制，
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轉化
為各項具體工作任務；在加快形
成現代服務業集聚區過程中，設
計者提出了規劃指導建設，建設

㠥眼管理，管理體現功能，功能
和形態檢驗規劃的「圈周理念」。
在四個先導中，人才先導是最

重要的一環，徐匯由於地緣上的
優勢，區域內專家院士多、領軍
人才多，他們是發展現代服務業
的「主力軍」。根據規劃綱要，
到2010年，全區將形成一支由10
名上海市領軍人才（國家隊），
70名徐匯區領軍人才（地方
隊），200名優秀青年人才為主的
徐匯區領軍人才（後備隊）組成
的領軍人才創新團隊，為加速建
設現代服務業大區「保駕護
航」。

與許多街道不同，徐匯區虹
梅街道同時掛㠥兩塊牌子，一
塊是街道辦事處，另一塊是區
政府綜合協調辦公室，辦事處
主任兼任協調辦主任，這是徐
匯區與漕河涇開發區區區合作
的新模式，區委書記茅明貴形
象地將其比喻為戰略聯盟關
係，這一服務平台也改變了過
去基層政府為開發區解決問題
時難有作為的局面。
徐匯區除漕河涇開發區外，還有108家直

屬中央和上海市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它們像珠子般地散佈在全區各個角落，為
了將這些「散珠」串成一條「項鏈」，徐匯
區推出了五大聯動工作制：即條與條的聯
動，委辦局各部門間加強信息互通和協
調；產業與行業的聯動，產業與行業間增
強融合度和緊密度；條與塊的聯動，條線
部門主動跨前一步服務街道（鎮），充分挖
掘街道（鎮）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協
同推進產業項目的發展；上下間的聯動，

爭取和依靠市政府各部門的支持和幫助；
政企間的聯動，加強區域間大廠、大校、
大院、大所的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
近年來，徐匯區先後與漕河涇開發區簽

訂了新一輪區區合作協議，與中科院上海
分院簽訂了新一輪合作協議，與復旦大
學、中鋼集團簽訂了促進楓林生命科學園
區發展戰略合作協議，與中國普天集團攜
手推進郵通科技園建設投資一千萬元與市
質監局合作開發市質檢園服務項目等，這
些協議的簽訂為構築徐匯現代服務業高地
夯實了基礎。

■徐家匯商圈已經成為僅次於南京路商圈和淮海路商
圈的上海第三大商圈

對於土地資源豐富的徐匯區來說，房地產業
一直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在2003年，
該區產業結構中，房地產扮演㠥「龍頭老大」
的角色，其稅收約佔全區總稅收的30％。另一
方面，區內的濱江地段仍有8.7平方公里的土
地可供開發。
但是，就在「房地產飯」被炒得熱騰騰的當

口，徐匯區委、區政府領導的頭腦卻異常冷
靜。他們認為房地產業儘管處在走勢強勁的巔
峰期，但作為資金密集型、資源佔用型產業，
容易因人口大量導入而造成不平衡，對區域經
濟的可持續發展會帶來諸多不確定因素，而發
展現代服務業，由於其高增值、強輻射、廣就
業的特點，不僅有利於提升產業能級，優化產
業結構，而且能迅速轉變區域經濟增長方式，
更好地實現中央和上海市九次黨代會提出的
「四個率先」的目標。為此，徐匯區委、區政
府果斷地作出了「戰略轉型」的決策，引導區
內企業和資金走出純地產項目，引向現代服務
業的配套開發，經過短短三年的「盤整」，該
區支柱產業發生了變化，原先獨佔鰲頭的房地
產業被現代服務業取而代之，現代服務業營業
收入由130億元飆升到450億元，稅收也翻了三
番，由9.68億元增至28.1億元，區域經濟發展
完成了一個漂亮「轉身」。

現代服務業使徐匯區域經濟發展實現「漂亮轉身」
作為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徐匯區，歷史可追

溯至明代。明末文淵閣大學士、著名科學家

徐光啟曾於此建立農莊別業，從事農業實驗

和著書立說，逝世後歸葬於此。其部分後裔

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厙」，後漸成集

鎮。因地處肇嘉濱和李樅涇兩水匯合處，故

稱「徐家匯」，區名由此而得。

擁有54.8平方公里的徐匯區位於上海市區

西南部，瀕臨黃浦江，東與浦東新區隔江相

望，西臨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南靠閔行經

濟技術開發區，北枕淮海中路商業街，與盧

灣、長寧、閔行、靜安等行政區毗鄰。是進

出松江、金山、青浦、奉賢等郊縣的主要通

道，也是上海通往江、浙、贛、閩、皖諸省的陸

上門戶。

■位於徐匯區的交通樞紐站——上海南站

■高速發展中的徐匯區

■上海市市委書記習近平（左二）與徐匯區社區居民親切交談，左一為徐㟱區區委書記茅明貴。

「五大聯動」盤活一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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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傾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徐匯區委、區政府領導無論大會小會逢會必講，全
區上下也都形成了共識，並落實到行動上：在他們規劃的「藍圖」中，現代
服務業「1＋6」行業結構清晰地「浮出水面」。「1」是指一個核心競爭行業
群——信息服務業；「6」是指6個重點行業：即專業服務業、科技研發服務
業、生命健康服務業、國際交流和教育培訓服務業、文化旅遊會展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
在「1＋6」產業架構的基礎上，作為吸引和承載現代服務業的載體，該區

還將形成徐家匯知識文化綜合商務區、楓林生命科學園區、鐵路上海南站交
通商務服務區、漕河涇現代服務業集聚區，淮海—東湖現代商務商貿區等5個
重點集聚區，每一個集聚區都打上了鮮明的地域特色烙印。

「1＋6」行業結構浮出水面

由於自然地理條件所限，三元朱村400畝荒嶺「種糧
糧不收，種菜菜不長」，是一個集體積累僅有2,800

元的貧困村。1978年，王樂義擔任村支書，一心想讓鄉
親過上好日子的他「冒冒失失」地闖進山東農學院，請
來園藝專家將400畝荒嶺改造成了「花果山」，菜糧豐收
的村民從此吃上飽飯，有了閒錢。可王樂義不知足，一
直想找一個土裡刨金的好法子。

三顧「茅廬」請回致富秘方
壽光當地有種菜的傳統，也有經驗豐富的老菜農嘗試

在塑料大棚裡用燒煤保溫的辦法反季節種菜。但一冬天
燒五六噸煤加溫也只能出些葉菜，無法長出果菜。
為了克服塑料大棚的光照、保溫難題，使反季節蔬菜

低成本、大規模、成批量生產，王樂義四處取經，3年內
跑了6個省，大大小小的菜棚、溫室看了無數個，筆記記
了幾十萬字。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偶然的機會，王樂義打聽到

遼寧省瓦房店農民韓永山的大棚依山向陽，保溫好，
不用燒煤，大冬天能出黃瓜。1989年大年初六，王樂
義就奔赴韓永山家，三進三出，終於用他為百姓謀富
路的真誠感動了韓永山，把自己連親戚都不教的技術
傳給了王樂義。
從瓦房店回到三元朱村，王樂義開始系統總結冬

暖式大棚技術，並結合當地氣候特點對牆體、棚頂
結構、大棚骨架、覆蓋薄膜、方位5個方面進行改
革，研究成功了深冬不需加溫的冬暖式日光蔬菜大
棚技術。
胸有成竹的他召集群眾大會，號召大家建新式大

棚，然而祖祖輩輩習慣靠天吃飯的村民非但無一人報
名，還有人非議王樂義是異想天開。生長於斯的王樂
義並沒有怪鄉親意識落後，「建一個棚得五六千元，
一旦試種不成功，大家都得拉饑荒（欠債）」，他事後
這樣回憶道，「但是這個頭如果能帶好了，再推廣起
來就會順利起來。」

黨員帶頭示範 每棚進帳萬元
身為村支書的他果斷決定，由村裡黨員帶頭試建新式

大棚。當年10月，17個新式冬暖大棚在三元朱村建了起
來，王樂義帶領17名黨員像照料孩子一樣沒日沒夜地粘
在棚裡。12月24日，第一批越冬黃瓜上市，開秤每公斤
20元。第二年入夏算賬，17個棚產黃瓜22,000斤，每棚淨
均收入2.7萬元，而當時一個村能有一個萬元戶就已屬難
得。消息一出，村民沸騰了。
榜樣的力量帶來的巨大號召力，使全村第二年一下子

上了181個冬暖大棚，戶均1個多，王樂義和17個黨員每
人專門負責對十幾戶村民傳授技術、指導種植管理，
「我給他們（17名黨員）下了死命令，只許成功不許失
敗。」結果一年後，只有176戶村民的三元朱村，居民
存款就達到了128萬元，而當時一個城鎮職工月薪也僅
百元左右；三元朱村平均一畝土地創造出5,500元產值，
轟動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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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招鮮，吃遍天」，三元朱村冬
暖式蔬菜大棚成功了，大棚技術成了村民
的「絕密文件」。當時第一茬反季節黃瓜上
市時，就有村民要求王樂義「老少爺們兒
可要指望它掙大錢了，你至少得把技術捂
上3年！」然而，王樂義思來想去，最終決
定：無條件向全縣推廣，要讓所有像自己
和村民一樣的農民都富起來。
1990年，壽光縣成立冬暖式大棚推廣領

導小組，王樂義任總指揮，最多時一天能
跑11個鄉鎮30多個村，做過直腸癌大手術
的他疲憊不言而喻，1991年大年初一，王
樂義病倒在大棚裡，三天後才醒過來。
就在這一年，王樂義指導全縣建起5,130

個大棚，每個大棚戶均收入15,000元，全縣

增收6,000多萬元。同年，河北省考察團在
三元朱村參觀後，向王樂義提出派技術員
到河北去幫助發展大棚蔬菜。於是，三元
朱村向外省派出了第一個農業技術員。從
此以後，王樂義和他的冬暖式蔬菜大棚開
始在全國傳播開來。
如今，壽光當地累計有4,000多人奔赴全

國20個省市傳授大棚技術，有140多名技術
員常年在外授課，最多時，三元朱村一天就
接待6個省300多人前來學習。「20年間，沒
用國家一分錢，我們就靠這些技術員解決了
全國的吃菜問題」，王樂義自豪地說。

難忘胡總囑託 奮力扶貧邊區
王樂義告訴記者，自己永遠不會忘記05

年胡錦濤總書記來三元朱村時的囑託：
「樂義啊，我囑咐你兩件事：第一要把大棚
技術傳好，農民的生活達不到小康，我們
中國就進入不了小康社會；第二件事，把
村裡的學校辦好，讓孩子們都能成為人
才。有了人才，我們的國家才能真正富強
起來。」
此後，王樂義更加積極推廣大棚技術，尤

其是向較為貧困的西北地區傳播，去年還在
壽光設立國際農業研發培訓中心，使當地農
業研發與國際接軌。「我會一直推廣下去，
讓咱們中國8億農民都達到小康！」

王樂義的冬暖式蔬菜大棚技術使
壽光和全國很多鄉村建起了銀色的
塑料大棚，這場「白色革命」使北
方結束了冬天吃不到果菜的歷史，
而被稱為「餐桌革命」。
1990年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

田紀雲視察三元朱村時，對王樂義
有一番囑託：「你們要在這個基礎
上，向無公害蔬菜發展。」第一次
聽說這個名詞的王樂義預感「無公
害蔬菜」將是蔬菜種植的下一個革
命，而一向以「人家不敢幹的我就
敢幹」為人生金句的他決心再次挑
戰這個日後被稱為「綠色革命」的

課題。正月初九，王樂義踏上了前
往山東省蔬菜研究所的旅途，研究
所的講解使他明白傳統蔬菜種植方
式所殘留的農藥、化肥對食用者身
體造成危害，罹患癌症幾率大大增
加。作為一個從1978年就接受直腸
癌手術的病人，癌症的痛苦更讓王
樂義堅定了發展綠色、無公害蔬菜
的決心。
幾番打聽，王樂義見到了北京

農業科學院的無公害蔬菜權威專
家王憲彬教授。在王憲彬的指導
下，壽光市在全國第一個試種成
功無公害蔬菜，種植規模從1993
年初的5萬畝猛增到1995年的20萬
畝。2001年，三元朱村的300畝大
棚被農業部授予國內首批「無農
藥放心菜生產基地」，他們的菜擺
進了北京的大型超市。
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王樂

義還帶領全村率先走上了農業產業
化之路。他不僅在村裡成立了專門
搞蔬菜加工、營銷的公司，而且註
冊了「樂義」牌商標，走上了「公
司連基地、基地帶農戶」的模式。
如今，壽光成了全國有名的蔬

菜之鄉，擁有大棚35萬個，蔬菜
種植面積80萬畝。壽光蔬菜批發
市場年交易量達25億公斤，位居
全國第一。

每當外地旅客路經山東壽光市

時，都會對路兩旁銀海一般不見

邊際、幾十分鐘也駛不出的蔬菜

塑料大棚歎為觀止。而如今遍佈

全國的冬暖式蔬菜大棚正是從這

裡被推廣到20餘個省市，讓億萬

百姓冬天也可吃到各種活色生香

的新鮮菜蔬，徹底結束了北方人

冬季只能吃白菜蘿蔔的歷史。而

中國第一個綠色蔬菜品牌，也是

在這裡誕生。追根溯源，所有奇

跡的創造都歸於一個普通卻不平

凡的農民 ——山東壽光三元朱村

黨委書記王樂義。

■文：本報駐山東記者

于永傑、楊奕霞

圖：壽光市委

宣傳部

"

"

1997年王樂義與香港蔬菜客商交談時
了解到，內地蔬菜價格便宜，但由於品
種單一，如黃瓜帶刺、辣椒過辣，不合
港人口味。有心的他於是就託友人從香
港帶回無刺黃瓜和甜椒的種子試種，並
經過精心培育獲得成功。憑㠥低價格、
無公害，壽光蔬菜迅速打開香港市場。
王樂義還向記者透露，目前他們正與李

嘉誠旗下公司合作，研發生產達到國家雙
A級標準的有機蔬菜，由港方提供研發資
金、技術，中方提供土地、勞動力等。

牽手李嘉誠

研發有機菜

十七大期間，王樂義將與他的三弟、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一起作為四
對「兄弟代表」之一聚會北京共商國
事。王樂義坦言，自己一家與新疆有一
種不解的緣分。王樂義的大哥在新疆工
作了23年，而他自己則從1993年起先後
14次去新疆傳授冬暖大棚技術，幾年間
結束了新疆一年8個月吃菜靠外運的歷
史。新疆百姓將王樂義、王樂泉兄弟二
人親切地稱為「大小書記」。
66歲的王樂義很少有時間能與家人一

起，他把鄉親、家人、同事多年來對他
的支持視為一筆財富。攻克蔬菜種植難
題，傳播冬暖大棚常年成為他的生活重
心，而他也在其中得到快樂，將其視為
自己的一種愛好與樂趣。作為十七大代
表、全國誠實守信道德模範，王樂義表
示自己將作為最基層的代表，實實在在
地將基層意見反饋到中央。

兄弟代表
情繫新疆20載

王樂義簡歷
30年村書記 三屆黨代表

大棚蔬菜之父王樂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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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胡錦濤視察壽光三元朱村，
勉勵王樂義把大棚技術傳好。

■王樂義的冬暖式蔬菜
大棚，令億萬百姓的餐
桌四季都活色生香。

二○○七年十月十八日（星期四）丁亥年九月初八

★1941年 生於山東省壽光市孫家集街道
三元朱村

★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8年擔任村黨支部書記至今

★1989年 帶領村民率先在成功試驗日光
溫室蔬菜種植生產技術，引發了壽光
乃至全國的蔬菜「白色」革命

★1997年當選為中共十五大代表

★2002年當選為中共十六大代表

★2007年當選為中共十七大代表

引領農民致富
豐富萬家餐桌

■三元朱村已從當時的
貧困村變成富裕村。

■王樂義在新疆傳藝期
間，忙裡偷閒吃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