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4月17日，長治市畜禽產業化經營推進現場會在
沁縣召開，全市13個縣區學習推廣沁縣畜牧產業發展經
驗。這次會上，沁縣以區域化養殖，標準化經營為特
色，展示了以「兩種三養三大開發」為主的農業經濟戰
略成果，贏得了全市同行業驚羨的目光。沁縣積極調整
興農思路，把特色產業作為農民增收的新渠道，引導農
戶在核桃、蘆筍、食用菌、大棚蔬菜、沁州黃穀子種植
加工，鴨、兔、牛養殖加工等8個重點產業上上規模，
上標準，僅用三年時間，全縣核桃、沁州黃基地分別擴
展10萬畝，麻鴨、肉鴨發展500萬隻，建成北河、景村、
徐陽、後溝等十多個百萬隻以上養殖基地，養兔標準化
小區發展10多個，存欄1000多萬隻；發展肉牛育肥規模
基地22個，存欄10萬多頭；青椒、白菜等大田菜每年穩
定在15000畝，錯季蔬菜大棚1萬畝，蘆筍突破4000畝，
食用菌基地3個，大棚300個。此外，藥材種植加工、蠶
桑、梅花鹿養殖等農業項目也有明顯增長，玉米深加
工、紅高粱訂單農業悄然興起，為效益型農業發展奠定
了基礎。
龍頭企業是農業產業化開發的引擎。2005年，引進外

地商人投資興辦的玉泉養殖公司，在景村建立肉鴨養殖
基地，一年建成集孵化、育雛、加工、冷儲、銷售一體
化的大型企業。佳美食品公司改制後，對核桃產業發展

帶動能力有效增強，出口產品琥珀核桃罐頭市場一直看
好，核桃基地三年擴展到四萬畝。沁州黃小米集團公司
採取園區化、標準化生產模式，發展基地10萬畝，原米
收購價每市斤達到2元錢，米農年增加收入1.6億以上。
三大農字號企業規模和帶動能力進一步增強。此外，各
類農業聯合體和農戶公司如雨後春筍迅速發展。禾寶藥
材公司在5個鄉鎮40多個村發展藥材基地2700多畝，並形
成產加銷一條龍模式。糖膳寶南瓜公司，以當地傳統南
瓜為主，開發基地3000畝，南瓜粉、南瓜條銷售收入20
多萬元。松村康維食品公司，是一家新發展起來的農戶
公司，投入資金近百萬，系列山楂製品打入太原等地超
市。以食品加工為主的農業企業迅速發展，玉米、核
桃、酸棗、中藥、鴨、兔等基本實現了就地加工轉化。
農民思想觀念發生巨大轉變，對於規模經營、產業化發
展、產業化經營、標準化生產、綠色GDP、健康食品生
產有了新的認識，表現出自覺主動調產的強烈願望。牛
寺鄉西安莊、韓家莊、秦家莊等村民創造了種樹、養
雞、種藥材等「三層樓」生產方式；楊樹平帶頭租地入
股，創造了股份制大棚經營新模式。郭村鎮冀家凹農民
李國偉帶動周圍村60多戶村民創辦了養兔合作社；故縣
鎮余凹農民任樹南創辦興盛兔業公司，發展標準化養
殖，畜產品率先打入歐盟市場。「羊頭山沁州黃小米合
作社」等特色產業合作組織全縣註冊達280個，創辦農
戶公司56家，近17000農民乘上市場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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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縣在各個歷史時期始終是雄踞上黨北部的
戰略重鎮，沁州城的文化魅力聞名三晉。
2005年沁縣縣委政府拉開了這座歷史文化古
城特色化建設的序幕。按照「膨脹城市規模，
突出人文特色，加大產業集聚，改善基礎設
施」的思路，對縣城發展規劃進行科學調整，
以10萬人規模，20年不落後的標準，繪製了
精緻美觀，聚集人氣，並具有強烈現代化色彩
和文化氣息的發展藍圖。以靚城塑形為突破
口，圍繞「一山兩水」（城南的二郎山、城西
的西湖、城北的北海）開發，上馬6項工程，
二郎山森林公園一二期工程投資5700多萬
元，北海生態景觀園一期投資1200萬，西湖
公園改造投資3000萬元，漳河河道美化治理
投資2700萬元，污水處理工程投資2800萬
元，西內環路和環湖路投資1000多萬元，積
極打造以休閒遊樂景觀區、商貿園區、教育園
區為基本發展框架的新縣城。
變觀念換機制是沁縣城鎮建設的重要特色。

在內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市建設尚在政府
包辦的情況下，沁縣縣委書記趙春英、縣長裴
少飛帶頭解放思想，引入經營城市新理念，運
用市場手段，將城鎮建設中可以用來經營的部
分存量資產和要素推向市場，走以城養城，以
城興城的路子。上述建設項目除了上級支持
外，大部採取工程招標，企業墊資，土地置
換，有償開發等辦法，實現了沒錢也可以開發
城市的目的，下活了城市建設這盤棋。長治市
「工業新型化，農業產業化，城鎮特色化」建
設觀摩後，「花小錢辦大事，不花錢也能辦成
事」的做法，受到市委書記郭海亮、市長杜善
學以及與會市縣領導的一致稱讚。
天藍水碧、地廣人稀、交通便利、文化濃郁

的獨特人居環境，是沁縣最大的優勢，也是沁
縣後來居上爭先晉位的突破口。沁縣堅持貫徹
科學發展觀，從實際出發，統籌城鄉建設，充
分利用新農村建設良好契機，科學制定了「新
農村151工程」，即圍繞一座縣城、五大建置制

鎮、100個衛星村構建新型城鄉格局。企業向縣城周邊
集中，商貿流通向集鎮集聚，重點產業在衛星村擴
展，邊遠山莊實行莊園式開發，形成產業集中特色明
顯的新農村網狀輻射結構。把城鎮和村莊統籌起來，
膨脹城鎮人口規模，大力推進「三產」發展，推進房
地產業、開發高標準居民住宅區，積極發展商品流
通，開發商務會展中心、休閒旅遊中心，發展物流經
濟。大力發展教育，逐步實現小學生向集鎮集中，中
學生向縣城集中。以二郎山、西湖、北海開發為龍
頭，發展自然生態和人文旅遊，以中國石刻第一館，
海河第一源、華北第一釣，中國小米之鄉，中國象棋
之源為品牌，不段提升沁縣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站在新的起跑線上，沁縣提出建設富裕沁縣、人文

沁縣、和諧沁縣新目標，城鄉建設將以此為起點，朝
中部地區最美最乾淨最適宜人居，商貿、旅遊、教

育發達，人們生活舒適，社會保障有力，文化氛圍濃
厚的區域邁進。

在中國三大階梯的第二個台階中段，在素有「天下脊」之稱的太行山西麓，有個丘陵

起伏、綠疇平湖錯落交映的地區叫沁縣。這裡四季分明，土肥水沛，交通便利，環境條

件優越，是濁漳河的肇源之地，海河流域的生態綠洲。

沁縣文化底蘊深厚，是三晉文明育化之地，素有「冀南文藪」之謂，古代為山西直隸

沁州的開府之壤。受詩書傳家觀念的影響，不善商賈的沁縣人在改革開放初期錯失了機

遇，加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難度大等原因，一度成為本地區經濟欠發達的縣份。近年

來，這個縣創新思路，重新認識自身的優勢，圍繞生態抓農業開發，深度招商抓項目建

設，瞄準特色改善人居環境，綜合經濟能力和發展水平大幅提升，沁州大地一派生機勃

發的喜人景象。 圖文：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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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業 搭建項目興縣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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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馳名商標產品沁州黃小米

■景村肉鴨養殖基地一角

■新農村一角 ■農民在錯季節大棚裡收穫蔬菜

■長治市市委書記郭海亮在沁縣視察工作 ■長治市市長杜善學在沁縣檢查新農村建設

■唯思可達招商引資簽訂合作意向 ■西湖公園建設工程一角

■石刻

■中國最大的北魏單體石刻博物館

特色產品 奠定產業富民之基礎

（特刊）

■從二郎山森林公園鳥瞰縣城

中部地區的後起之秀

2007年上半年，沁縣財政收入增長幅度達到52%，居長治市13
縣區首位，縣域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期。
外抓引進，內興民營是沁縣工業發展的總體思路和做法。2005

年春天，縣委政府調整思路，制定了強工富縣上項目，強農富民
調結構，強城帶鄉抓基礎的「三強」發展戰略和「十強百企三年
推進計劃」，迅速掀起了一個引資上項的熱潮。為了形成全縣
「大引進」的興業環境和工作氛圍，縣委政府對引資功臣進行大
張旗鼓的表彰，配套出台若干優惠政策和獎勵辦法。為保證項目
落戶生根，採取了四套班子領導包工程包項目責任制，每人包一
個或幾個工程項目，責任到人，嚴格落實兌現。積極實施「走出
去」戰略，先後組團參加香港商洽會、西安商洽會、長治商洽會
和上海商洽會，成功引進包括投資24個億的亞華能源60萬噸尿素
和12萬噸甲醇項目在內的29個商家，2005、2006年兩年，招商引
資成果位居全市各縣前列。在用情暖商、以情感商、熱情安商政
策推動下，外引的力度逐漸加大，招商引資的方式和範圍有效拓
展，沁縣對外開放工作出現了新局面。玉馬植物纖維、棕剛玉、
偉奇電器、泰昌玉米、亞華能源等外來項目和企業紛紛落戶。在
建的華安焦化130萬噸技改項目，總投資4.9億元，建設規模2×65
孔，年產130噸乾全冶金焦，配套化產、甲醇、焦油化工和粉末
冶金等，一期工程將於2007年12月底建成投產，達效後，實現工
業總產值6億元，年創稅1億元。
外抓引進氣勢正旺，內興民營扶優壯弱。抓內興，堅持走國企

改制和支持本土企業成長的路子。2005年初，從有品牌有市場的
唯思可達、沁州黃、佳美食品、大華焦化以及皇后泉礦泉水開發
等企業和項目入手，實行政銀企大聯合，支持優勢產品和優勢企
業快速成長。唯思可達上馬兩條萬噸生產線，產值和銷售收入每
年以三倍的速度遞增，品牌成功復活。沁州黃公司改制重組後煥
發生機，2006年「沁州」牌商標獲中國馳名商標，天下名米獨享

其惠。佳美食品公司被民營企業萬森奶業併購，不斷鞏固自營出
口，產值利稅直線上升。抓改制，縣委政府下大力氣，消除國企
改制夾生飯，二輕、百貨、食品公司、交電等國企改制到位，實
現兩個置換，輕裝發展。同時，堅持抓大不放小的原則，加強企
業苗群的涵養，新天塑型材、佳麗食品等投資百萬左右小企業，
像甘露遇春水蓬勃成長。2006年底，全縣工業增加值完成10559
萬元，全縣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億元，投資100萬元以上企業達
46家，初步形成煤焦、化工、農產品加工和食品飲料三大工業門
類。
近年來，該縣不斷加強對資源條件和發展潛力的研究和探尋，

針對天藍水碧、土肥水淺的優勢，發展旅遊休閒經濟；針對傳統
農業優勢，拓展農產品加工產業；針對良好的食品飲料工業基
礎，大力提升食品飲料生產規模；針對沁縣交通區位的相對優
勢，積極發展商品貿易、物流儲運等新型產業。特別是打破了沁
縣地礦資源貧乏的論斷，投資對地下資源進行勘探，發現埋深
1000至1600米的優質煤層和天燃氣資源，2006年11月30日，中國
國電集團公司與長治市人民政府、沁縣人民政府在京簽署合作開
發沁縣煤電項目意向書，擬投資100億，規劃建設4×600Mw發電
機組，煤炭資源開發進入實質性階段。

■風景優美的沁縣

落實科學發展觀 台州做好四個對接
台州市委書記張鴻銘說，作為來自我國民營經濟先發地

區——浙江省台州市的一名黨代表，聽了總書記的報告既
備感親切，又深感責任在肩。在前進道路上，如何更好地
順應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是我們正在深入思考的問
題。總書記的報告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把科學發展
觀真正貫徹到底。
張鴻銘表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台州要促進四

個對接：一是促進科研與市場對接，把民營經濟對於市場
需求變化的敏銳洞察力與我國強大的科研力量結合起來。
二是促進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對接，尤其要加快推動企業
上市步伐。三是促進內源發展與外源發展對接。四是促進
企業需求與政府服務對接。
隨後，張鴻銘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表示，台州

的民營經濟發展為全國前列，台州是中國股份合作制的發
祥地。改革開放以來，台州非公有制企業在政府推動下，
得到了快速發展。尤其是十六大以來的這五年，我們以科
學發展觀為指導，台州的經濟連創新高。十七大報告對科
學發展觀有非常精闢的闡述。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就是
發展，對我們台州來說發展就是我們的最大任務。科學發
展觀就是引領台州走向科學發展的指路明燈，大會結束後

我們要用這盞指路明燈引領堅韌不拔的台州人民走向下一
個輝煌！

以創新思路打造濱海生態新城
今年6月，台州市在「首屆中國城市創新論壇」上榮膺

「中國優秀創新型城市」稱號。張鴻銘在出席論壇時介
紹，在城市發展模式上，由於運用「反規劃」理念，使台
州這座新建城市的規模、形態、功能佈局、形象特色以及
生態環境更加科學合理、更加適宜居住。而「反規劃」本
質上就是通過優先進行非建設區域的控制來進行城市空間
規劃的方法。在規劃理念上，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在規劃方法上，優先對生態基礎設施作前瞻性安排，控制
好不能建設區域；在規劃內容上，建立城市防洪、生物多
樣性保護、文化遺產景觀、遊憩景觀等安全格局；在規劃
實施上，強調生態基礎設施優先，並把它作為城市各個建
設規劃階段的主要依據。
張鴻銘表示，只要堅持創新發展，走新型城市化之路，

台州一定會成為山海相連、城鄉融合、自然與人文和諧共
生、人民安居樂業的濱海生態城市。

循環經濟試點 3年成效卓著
台州是資源小市。而隨 經濟快速發展，自然資源嚴重

不足與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經濟快速增長與環境壓力加
大、生產成本上升和利潤空間壓縮的三大矛盾制約其經濟
持續快速發展，因此台州工業增長方式必須從高能耗、高
污染向資源節約型、生態環保型轉變，走「減量化、再利
用、資源化」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
台州市經委有關負責人此間表示，節能減排，是調整經

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突破口，發展工業循環經濟
是節能降耗工作的一大抓手。據台州市經委能源處提供的
數據，去年該市節能降耗工作取得可喜成效：全市規模以
上工業萬元產值綜合能耗為0.18噸標準煤，同比下降
19.5%，降幅居浙江全省前列。
此外，台州市亦是浙江省4個工業循環經濟工作試點市

之一，為了使試點工作在面上順利展開，台州市確定了3
個縣（市、區）、10個鄉鎮、13個工業園區（基地）、32家
企業作為市級試點，以試點引路，全力推進工業循環經濟
「2525」工程。自2004年開始，台州市還在200多家重點企
業中開展了清潔生產工作，如今有20家企業達到省綠色企
業標準，70多家企業達到市級綠色企業標準。

沿海產業帶成創業主戰場
台州現有11個省級經濟開發區和工業園

區，共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1800多家外資
企業落戶台州，投資總額近50億元。據介
紹，該市正在規劃建設、將來可能是外商
投資創業熱土的540平方公里的沿海產業
帶，旨在加強與海內外優秀企業在基礎設
施建設、公共事業建設、農業以及商貿、
物流和旅遊等服務業方面的投資合作。
張鴻銘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540平方公里沿海產業帶是台州趕超先
進的希望所在，也是推進創業創新的主戰
場。爭取實現沿海產業帶建設「一年一個
樣，三年大變樣，五年見形象」，從而集成
各類要素資源和公共服務平台，並通過打
造創業園、科技園，吸引大批高端企業和
成長型、創新型企業入園創業。

企業研發機構建設初具規模
台州市近年來注重在政策上引導和扶持

企業研發中心的發展，在具有一定研發基

礎條件，較強創新能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和重點骨幹企業中
創建國家、省、市級高新技術研發中心、技術中心。據統
計，目前全市有市級以上高新技術企業研究開發中心191
家，其中省級66家，國家認定企業技術中心2家。而在
「十五」期間，全市市級以上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共投
入資金51億元，累計完成研發項目6139個，項目轉化後累
計實現銷售收入542億元。
截至目前，台州市共有國家級博士後工作站2家，省級

博士後工作站6家，先後共招收了27位博士後進站工作。
據台州市科技局有關人士介紹，按照「堅持扶持農業和扶
持工業相結合，堅持特色科技服務與特色優勢產業相結
合，堅持科技創新服務和信息化服務相結合，堅持上下結
合」的原則，該市有重點地發展集科技自主創新與服務為
一體的區域科技創新服務中心。全市現已創建省級區域科
技創新服務中心11家，市級區域創新服務中心31家，為中
小企業和農戶提供了科技創新服務。其中海正藥業博士後
科研工作站作為高端人才集聚的平台，自2002年8月與浙
江大學聯合招收第一位博士後進站以來，共有7位博士後
進站工作，目前在站博士後6人，研究領域涉及化學合成
藥物、植物藥物、微生物藥物、藥物製劑、環境工程等。

強環保促發展
蓬勃的發展活力、輝煌的業績與近年來台州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分不開。該市在環境污染
整治、生態建設與保護、環保能力建設上取得的成效喜
人：
一是狠抓主要污染物減排。全市已建成7座污水集中處

理廠，日處理能力達38萬噸，累計建成污水管網357.49公
里。在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建設方面，浙江省環保局
下達的93家企業已全部完成簽約。此外，還成功在黃巖區
開展了水污染物排污權跨產業交易試點工作。
二是推進生態市建設。制訂出台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

進一步加大生態治理、恢復、建設與保護力度，以示範引
路，積極推進100個生態示範點和45個生態重點工程建
設。計劃三年內完成市區684個不能進入城鎮污水管網村
莊的農村污水治理工作。
三是深化「811」環境污染整治。目前，椒江外沙巖頭

等3個省級重點區域全面通過省整治辦摘帽驗收，其中臨
海水洋化工區在全省率先摘帽；椒江三山化工區，路橋、
溫嶺固廢折解區域、臨海川南化工區、天台坡塘化工區5
個市級重點區域順利通過摘帽驗收。
四是積極創建國家環保模範城市。自2006年以來，該市

「創模」工作緊緊圍繞工業污染整治工程、「碧水」工
程、「藍天」工程、「安靜」工程等四大工程，加大對城
市內河水環境治理力度，並出台了《台州市區水環境整治
規劃》，計劃投資21.5億元全面完成對市區2391家工業企業
達標整治。目前，市水環境整治環保指揮部下達的1448家
達標整治企業中579家基本完成整治任務，停產或搬遷整
治企業427家。 （圖片由台州市委外宣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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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十月金秋，正在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牽引全球的目光，而海內外各界更是高度評

價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上的工作報告。十七大代表、台州市委書記張鴻銘表

示，總書記的報告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真正貫徹到底。事實

上，此處浙江沿海中部的台州市，在過去30年裡依靠一輪又一輪創業創新，實現

了從落後之地到經濟發達城市的嬗變：中國民營經濟先發地區，中國優秀創新型

城市，不勝枚舉的「台州製造」名揚天下。台州良好的發展前景，亦正在吸引來

自世界的目光。 本報駐浙江記者　楊宗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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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沿海產業帶總圖

■台州誕生了中國第一家民營汽車製造企業吉利集團

■台州市東部商務區

■正在建設中的台州市濱海新區，發展前景廣闊。

■台州市委書記張鴻銘

■環境優美的台州主城區

創新務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