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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工业强县”，抢抓重大战略发展机遇

商河崛起，开拓城市向上生长之路
城市崛起需要多久？
对商河而言，城市发展就如一颗沉睡的种子，在适宜的土壤中默默积蓄力量，历经漫长时光的

砥砺前行，从荒芜的土地上渐渐升起高楼大厦。
回顾商河走过的峥嵘岁月，回味那些深藏于记忆中的高光时刻，从中隐现着一座城市向上生

长的鲜明脉络。

宗兆洋 济南报道

县域的破茧与重生

商河是省会济南的北大门，
是联合国地名委员会公布的全
国100个“千年古县”之一，总面
积116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4万，
拥有温泉、生态、农业三张亮丽
名片。

即便如此，商河能有今天的
成就，仍然不易。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城市发展史，经济发达的城市和
区域往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
区位：对外有可以停泊轮船的
深水良港，对内有较为发达的
公路、铁路和江河运输网络；临
近经济发达城市的地区，也可以
通过接受经济辐射而获得发展
机遇。

平心而论，这些条件，商河
都没有。

商河不沿海，也非内河航运
重镇，而且因为距离济南城区较
远的缘故，也很难通过提供物
资、销售市场等方式与中心城市
建立经济联系，从中心城区“辐
射效应”的叠加中获利。

商河面临的限制，某种程度
上是绝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面
临的限制，商河的“破局”也能折
射出大多数寻求发展的地方政
府的诉求。

正因如此，商河的巨变才格
外震撼人心。

2023年，商河地区生产总值
在全省位次连续4年前移，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前移6个位次。
规上工业总产值从 2 0 1 9年的
92 . 79亿元，到2023年的223 . 75
亿元，增长 1 . 4 1倍，年均增长
24 . 6%，正在加速由农业大县向
工业县迈进。

2023年全年争取全国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山东省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综
合性区域试点等国家、省市级试
点荣誉称号109项。

粮食安全领域，入选2024年
度全国小麦和玉米单产提升整
建制推进县，建成全市首个高标
准农田整县推进示范县；小麦播
种面积89 . 4万亩、总产41 . 3万
吨，不断鼓起“粮袋子”。

特色产业领域，持续壮大花
卉产业，温泉花卉种植面积达155
万 平 方 米 、销 售 额 占 全 市 的
83 . 6%。持续发展特色产业强镇，
许商街道激光智造、玉皇庙镇玻
璃智造、贾庄镇精品纺织、韩庙
镇绿色植保、殷巷镇食品加工、
怀仁镇鲜食甘薯、郑路镇新型绳
网、白桥镇优质大蒜等镇域产业
特色鲜明，“一镇一业”格局加快
构建。

民生领域，确保民生支出比
例保持在8 0%以上，持续打造

“省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的
新样板”。提供就业岗位1 . 2万
余个，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 . 4亿元。

可以说，在城市发展的各个
维度，商河都交出了极佳的答

卷。

产业引擎的驱动力

面临限制，如何破局？
商河看准了工业强县这一

关键中的关键。
事实上，近两年商河已经尝

到产业扩张的“甜头”。
2020年，商河县地区增长

4 . 5%，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5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 . 1%；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迈
过200亿元关口，增长9 . 2%，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6 . 6%，限
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增长29 . 1%，

进出口总额增长99 . 1%；2022全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 . 2%；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限额以
上单位零售额增长27 . 5%、进出
口总额增长30%。

就数据层面而言，工业增长
对于商河经济水平的带动作用
已经体现得极为充分。

商河县委书记袁长奎说，产
业高度决定城市高度，产业竞争
力决定城市竞争力。这句话无疑
是对商河这段时间发展极真切
的诠释。

立足竞争优势、比较优势、
特色优势，精准培育高端医药化
工、高端装备制造、健康食品、低
空经济4条产业链，产业方向更
加聚焦。依托省级生物医药化工
产业园这一“稀缺资源”，打造黄
河北岸重要的医药化工和高端
精细化工集聚中心；以广日股份
华东数字化产业基地、齐鲁激光
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为引领，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链从无到有、由小
变大，由“制造”向“智造”加速转
变；围绕“6+3”农业特色产业体
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健康食品产业链“两园多点”
布局持续完善。

同时，突出“实”字优化服
务，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为143
家企业放贷20 . 5亿元，为18个项
目解决融资需求24 . 83亿元，为
企业发展“输血补气”。在全要素
保障、全周期服务下，力诺特玻、
百斯杰生物、科源制药、超工激
光等企业老树发新芽、新芽成大
树，全县规上工业企业达到206
家，居全市第五位；累计培育“创
新型中小企业”86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84家，省市级“瞪羚”企
业50家，创伟集团成功入选国家
智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

“工作基础差，标准不能低，
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干就干一
流；经济总量小，增幅不能低，牢
固树立争先意识，争就争上游”。

理解这样的理念，也就看懂
了商河的破局之路。

逐梦高质量发展之城

站在厚重的历史节点上，新
的商河，轮廓初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济滨
高铁与德商高铁在此交会设站，
京沪高速与高德高速纵横交错，
国道340、省道240交会过境，德龙
烟铁路商河货运站场开启“铁路
货运”时代，困扰商河发展数年
的交通瓶颈渐次打破。

坐拥华北地区最大的地热
存 储 地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1 . 8％，温泉花卉种植面积达
到150万平方米，粮食产量占全
市的近三分之一，鼓子秧歌入
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非遗传播活力排名全省第
一，全国第十二。

加之近年来商河积极构建
起以电子商务为核心，县域资源
整合、产业融合、龙头带动和农
民致富的产业体系，斯伯特、壹
亩地瓜，朗威等一大批全产业电
商龙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节
生长，商河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

在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长
的同时，商河城市面貌也在不断
改善。

商河抢抓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战略
机遇，以高品质县城串起城、乡
协同链条。银桥城市更新项目入
选山东省首批城市更新创新案
例。深化社区网格化服务，依托
智慧环卫一体化管理系统平台、

“鼓乡e家”智慧物业服务平台，城
市管理更加精细。新建提升城市
绿道30 . 2公里，串联互通全县25
处公园和口袋游园，县城“城绕
水、绿绕城”，市民可“推窗见绿、
出门见园”。

可以说，商河将自身的资源
禀赋发挥到了一个极致，也印证
了那句话——— 当一座城市体现
出发展的强烈愿景时，发展的机
会是绝对不会缺少的。

如今，商河也在高端的领域
上崭露头角。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
明确提出“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
经济”。这样的背景下，商河县依
托A1级通用机场，先后引进山东
翊森通航、山东世纪航大等18家
企业，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8267
万元，今年以来签约2个项目、总
投资3 . 6亿元。正在聚焦航空体
验、航空职教、飞行器装备制造
等精准招引，打造应急救援、农
林植保等应用场景，谋划建设黄
河流域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

商河市民服务中心

商河城区夜景

商河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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