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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的成功秘诀在哪里？藁城市委书
记王普增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
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
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
战略抉择。而藁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
时间内实现跨越发展，最关键的一条是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 ， 使 县 域 经 济 在 农 业 抓 特
色、工业抓提升、第三产业抓拓展的转型
升级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

藁城是河北的传统农业大县，粮食生产
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前茅，在这种基础上抓好
农业，藁城市坚持在改造升级促特色上做
文章。

藁城是河北省第一粮食生产大县，人
们 自 然 会 问 粮 食 生 产 还 有 什 么 特 色 文 章
可做？

当然有，而且很大。比如许多群众吃
面包，而过去我们国家没有专用小麦，强
筋面粉全靠国外进口。而藁城的宫面加工
就 非 常 有 名 气 ， 但 同 样 由 于 没 有 强 筋 面

粉，加工者只能靠在宫面中增加食盐来提
高宫面的劲道和滑爽。而今天，藁城通过
抓特色、促转型，通过科技攻关，生产出
了亩产过千斤的强筋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50 万亩，已经成为全国第一专用小麦生产
大县。由于货源充足，使得全市食品工业
迅速崛起，形成了面粉、宫面、面包等完
整产业链条。

就是通过这种转型升级的思路，藁城将
50 万亩果树实施了高头嫁接改造，实现了
优良品种全面更新，使得林果价值提升了三
倍以上；在 20 万亩蔬菜种植面积上推行日
光温室种植，变蔬菜种植每年出一至两茬到
出三至四茬，并常年出口国外；建设了 48
个省级标准化养殖场，培育了 9 家省级农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 规 模 化 生 产 在 河 北 省
领先。

这种以特色立足的精品农业不仅打开了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大门，同时为农民增收畅
通了渠道。10年间，该市农村居民年人均收
入由3919元上升到9910元，翻了一倍多。

粮 食 生 产 大 县 如 何 转 型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赵国锋 张建岗

近 10 年,河北省藁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由 97.03 亿

元,增长到 390 亿元,财政收入则由 5.17 亿元提高到 88.3 亿元,增长将

近 17 倍。

精品农业特色立足

藁城是传统农业大县，没有多少工业
基础。但藁城决策者抓住位于石家庄近郊
的区位优势，大打工业经济翻身仗。他们
提出的口号是“以园区为载体、以项目为

支撑、以转型为路径，全面推进工业经济
升级上档”。

工业经济要发展，打造承接项目的载体
非常重要。藁城首先优化投资环境。在市域

工业经济升级上档

内先后规划建设了 26.3 平方公里的藁
城经济开发区、20 平方公里的循环经
济化工示范基地、17.3 平方公里的藁
城新区三个省级工业聚集区，在园区
之内的水、电、路、通讯、供暖等基
础设施问题全部由政府解决。

第二是优化服务环境。在每个园
区均成立一个管委会，各个管委会最
大 的 职 能 就 是 帮 助 企 业 进 行 项 目 报
批、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服务，让
企业能够一门心思抓生产。

第三是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深入
开展“20+20”、“企业对标”、“院企
合作”等科技提升计划，积极推进主
导 产 业 由 量 的 扩 张 向 质 的 提 升 转 变 ，
使 得 域 内 石 药 、 四 方 通 讯 、 河 冶 科
技、冀凯富士等企业走向国际国内行

业领先地位。
通 过 全 方 位 为 企 业 服 务 ， 华 药

工 、 石 药 工 、 河 冶 、 青 岛 啤 酒 、 中
粮、可口可乐等 45 个超亿元项目在藁
城域内落户生根，近五年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659.5 亿元，全市初步形成
了 生 物 医 药 、 循 环 化 工 、 装 备 制 造 、
轻工食品、战略新兴产业等五大主导
产业，使全市 90%以上的规模企业在
产业区聚集，其中工业聚集区对全市
GDP 和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 85%
和 95%；全市经济运行质量得到了提
升，财政收入在近五年内连跨了 8 个
10 亿 元 台 阶 。 特 别 是 藁 城 经 济 开 发
区 ， 税 收 贡 献 占 到 全 市 的 半 壁 江 山 ，
综 合 排 名 在 河 北 省 级 开 发 区 中 名 列
第一。

藁 城 作 为 一 个 平 原 为 主 的 区
域 ， 没 有 山 水 可 以 依 托 。 但 是 他 们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了 挖 潜 和 开 拓 这 两 个
方 面 。

通 过 藁 城 两 千 年 古 县 的 历 史 经
历，大力开拓藁城宫灯、耿村故事等
历 史 文 化 ； 利 用 探 明 的 百 里 地 热 资
源，开拓温泉休闲小镇、温泉度假酒
店等商住休闲业态；利用 20 万亩精品
农业，开拓观光、采摘、体验等城郊
精品农业旅游业态。

按照这个思路，藁城市规划了 40
平方公里生态旅游度假区，包括总投
资 10 亿 元 的 滨 河 生 态 园 ， 投 资 10 亿
元的国大御温泉休闲园和投资 5 亿元
的石家庄藁城现代农业观光园。国大
御 温 泉 度 假 小 镇 ， 一 期 投 资 3.5 亿 元
全 部 投 入 运 行 ； 二 期 投 资 1.5 亿 元 ，
小 镇 风 情 街 、 汤 公 馆 等 正 式 对 外 开

放。自全面开业 3 年以来，接待游客
突 破 70 万 人 次 ， 已 成 为 河 北 省 温 泉
文化领导品牌之一。

位于温泉小镇西邻的石家庄藁城现
代农业观光园，项目总投资 5 亿元，是
集农业现代化、观光体验、特色餐饮于
一体的农业观光园，规划约 8500 亩，
核心区 1500 亩。

目前开始运营的观光起步区，共
占 地 220 亩 ， 主 要 包 括 2 万 平 方 米 的
四季花园、四季果园、四季菜园、四
季 瓜 园 和 占 地 1 万 平 方 米 的 生 态 餐
厅 ， 目 前 每 天 接 待 游 客 已 经 超 过
千人。

藁城市正按照“发展提速、比重提
高、结构提升”的思路，进一步加快传
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科学转型，力争
到 2015 年，使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在全
市 GDP 中的比重占到 30%。

服务业向高端拓展

记者到河北省藁城市采访,觉得藁城发展非常迅

速,十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三番,财政收入增长将近

17 倍。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区域，能够

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全省经济首强县，这当中有着深

刻的变化内因，这就是把发展当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

任务。在发展中坚持做到竭尽全力、科学规划、结合

实际，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展必须倾注全部精力。抓发展不是用口号可以

喊出的。藁城市抓发展，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倾注了全

部精力，他们在全市提出心无旁骛抓经济，一门心思

求发展的要求，全面发展实体经济。在采访中，当地

企业家就告诉记者，藁城市的领导抓发展，那是一点

不含糊，不仅为我们准备了各种设施完备的产业园

区，而且对重点企业落户，落实了由市级领导干部亲

自挂帅包保的全程一站式项目落地服务，让企业能够

一门心思抓生产，这就是许多企业在藁城实现了又快

又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展必须立足科学规划。科学规划内涵必须立足

于可持续这个根本。藁城市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精

力。不仅投入了上千万元资金聘请国内一流的科研院

所为其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同时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优

先、安排就业优先等原则招商引资，使得藁城产业区

避免了边建设、边污染等弊端，并且使投资强度得到

了切实保证，使得该地成了奉公守法者的投资乐园，

促进了开发区的良性循环发展。

发展必须坚持结合实际。把加快发展与当地实际

情况相结合，这是对扩大本地优势最为有力的推进。

藁城加快发展十分重要一条就是充分挖潜本地优势，

比如当地优质农产品是特色，他们就专门建立了农产

品加工园区，大力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使得全市农

产品升值达到 2 倍以上。他们还把本地紧邻省会的区

位优势与市里的精品农业相结合，大力发展都市观光

农业，这些新业态都成了该市经济的重要支撑。

挖潜本地优势
□ 雷汉发

“长知识！真好玩!”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地处石
家庄市郊区的藁城市岗上村的现代农业观光园成了城
市居民休闲度假的一处全新目的地。节日一大早,记
者从市区驱车向东行驶 10 公里,一片建筑十分气派的
玻璃房屋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看到院前停车场近百辆
汽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记者感受到了观光园的生意
相当火爆。

据藁城市委宣传部部长卢润彩介绍，藁城现代农
业观光园是集农业现代化、观光、旅游、商贸、餐饮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示范项目。总规划面积
8500 亩，分为起步区、核心区、拓展区三期建设，总投
资 5.5 亿元。目前，观光园已建成工厂化育苗中心、滨
河农庄、开心农场、垂钓场、CS 野战基地、神喻温泉等
13 个功能区。其中，工厂化育苗中心占地 100 亩，园
区内引种巨型南瓜、树生西红柿，藤蔓彩椒等数百个农
业新品种，既能供游客观赏，又能供游客采摘以增加景
点的观赏性；垂钓场占地 15 亩，游客钓上来的鱼可以
在垂钓场现场烧烤，以享受野外生活的乐趣；CS 野战
基地占地 210 亩，是目前河北省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完
备、设计理念最先进的野战活动场所和团队拓展训练
基地。此外，观光园还开设了占地 20 亩的“开心农场”
大棚，棚内装有网络摄像头，认养土地的市民既可以到
农场享受劳动的乐趣，也可以通过电脑查看菜园里蔬
菜的生长情况。

在现代农业观赏园区中，记者看到西红柿从大树
上长出，彩椒如大网一样撒在空中，上面的彩椒五颜
六色，非常惹人喜爱。刚刚参观完的石家庄市民李庆
丰老人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走南闯北一
辈子，见过的新奇事物不少。但在这里第一次看见地
瓜种在空中，生菜栽在墙上，芹菜长在水中，西红柿
是树生。还有那两三个人才能合抱的南瓜，长过一层
楼高的丝瓜⋯⋯这些若不是亲眼所见，真是无法想
象。”他告诉记者，是同老伴、儿子、儿媳和孙子一
同到这里参观的，花上百十元度过这样一个节日，很
有意义。

走出观光园来到滨河农庄，秋季丰收的景象立时
映入记者眼帘。这里大面积的土地树木林立，上面
挂满了各色各样的果实，由于当前正是采摘的季节，
成熟的果实使大地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果香。项目负
责人告诉记者，农庄有观赏、采摘、体验等项目，人们
可 以 在 这 里 学 到 许 多 新 鲜 事 物 ，体 验 许 多 新 鲜 乐
趣。比如一般梨园，可能接触的就是一个品种，但这
里的梨园，却通过改造升级，引种嫁接了红香酥、新
高、爱甘水、黄金、黄冠、华山、圆黄、雪花梨等十几个
品种，游客在这一处就可以通过采摘体验到各种梨
果的味道。

到这里旅游的石家庄市民张媛告诉记者，目前吃
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很吸引人。参加现代农
业观光园金秋季采摘一日游，从省城博物馆东门到藁
城农业观光园仅需 45 分钟车程，每位参加者只要花
上 68 元就可以享受到树上摘果实、树下刨花生、挖
红薯的体验劳动，享受田园风光农家午餐。烤红薯、
炸土豆、煮毛豆、贴饼子等农家风味食品可是在大城
市中很难享受到的。

新业态带来新气象。藁城农业局局长赵圣哲告诉
记者，藁城农业观光已经形成气候，每年能够接待游
客 20 万人左右，其中现代农业观光园从去年 11 月开
业到如今，已经接待游客接近 10万人次。

观光农业新气象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采 访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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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贯街道两旁，整齐划一的青瓦白墙特
色民居，宛如一幅立体山水画卷，中心广场，
一群老年朋友正合着音乐的节拍，翩跹起舞。

这是记者在贵州省纳雍县勺窝乡小
镇，迎面看到的新农村景象。

这座用时不到两年就建成的特色小镇，
10 年前，还是一片不通公路的“看牛坝”，只
有一条150米长的土路和10余间茅草屋。

勺窝乡是纳雍县的重点产煤乡镇，全
乡的矿井达 18 个，年产煤 350 万吨。仅此一
项，每年财政收入超过 4 亿元，解决当地
1200 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为农民直接
增收 2800多万元。

在享受煤炭开采带来红利的同时，勺
窝乡的发展矛盾也不断凸显。

由于大量的运输车辆来往，造成严重的
交通拥堵，群众出行很不方便。以前惟一连接
县城的公路，长 26公里，却要花上三四个小
时。早上出发，可能中午都到不了县城。

该乡党委书记张勇告诉记者：“煤炭开

采导致地基下陷，不少民房变成危房，群众
急需寻找稳定的栖身之所。”

乡里动员农民搬迁，农民却问道：“一
旦搬了家，以后生活怎么办？没有了田，我
们又吃什么？”

“勺窝的明天怎么办？”在很长时期内，成
为勺窝乡干部群众思考最多、最久的问题。

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群众致富，勺窝
首先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去年 5 月，该乡
决定新修一条对外交通线。

为了抢工期，乡镇干部、施工工人一日
三餐吃住在工地。该乡的共产党员，还组成
施工先锋队，处处争先在前，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饿了吃盒饭，困了就在驾驶室或树
荫下眯上三五分钟。

就这样，勺窝人用 9 天时间，就修通了
5 公里的断头路。如今，勺窝到纳雍县城的
距离，由原来的 26 公里缩减到 12 公里。如
今去县城，只要半小时就到了。

“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我们认为集中

修建小城镇，是一条较好的发展路子，这样
既能确保群众的居住安全，又能推动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张勇告诉记者。

早在 2006 年，勺窝乡就编制了《城镇
建设总体规划》，提出将危房农户统一搬迁
安置到乡政府所在的黄河坝，建设一座具
有当地人文特点、以服务煤炭工业为主的
特色小城镇。

新的对外通道的建设，给勺窝乡的小
城镇建设提供了机遇。

“小城镇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资
金和土地。”张勇介绍说，在多次与煤矿企
业主沟通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先后为小
城镇建设出资 2200 多万元。同时，在各级
政府等部门支持下，勺窝乡共筹集资金
6000万元用于新城镇建设。

宽阔的马路、崭新的学校、方便的就
医 ，让 群 众 陆 续 主 动 搬 迁 到 集 镇 上 。从
2010 年开始，按照煤矿补助一部分、群众
自筹一部分的方式，勺窝乡先后修建、改建

特色民居 1100多户。
截至目前，集镇所在地的居民超过1200

户，全乡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黄河坝。“这
里地基很稳，再也不用担心墙壁裂口、房屋塌
陷了。”66岁的何登祥老人告诉记者。

勺窝乡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积极拓
展就业渠道，既让群众搬得出，还让群众

“稳得住、能致富”。
在农业发展方面，勺窝乡建设了 2 个

“一千亩带一万亩”蔬菜示范基地，成立了
蔬菜协会。仅此一项，就解决 2000 多名农
民的就业问题。同时，该乡还发展中药材、
经果林近 4000 亩，为 1600 多户农民增加
收入。小城镇的发展也让不少农民脱离土
地，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子。该乡还引进民营
经济产业园，规划了服装厂、农业生态开发
公司、大型的煤机制造厂等中小企业，吸纳
失地农民就近就业。

如今，这座幸福小镇还在不断“长大”。据了
解，勺窝新镇将在5年内扩大到3.1平方公里。

危 困 村 变 成 幸 福 镇
——贵州省纳雍县勺窝乡见闻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①藁城市以工业园区为载体，推进工业经济升级上档。图为

藁城市经济开发区。

②藁城市对蔬果实施高头嫁接改造，实现了优良品种全面

更新。图为南瓜嫁接黄瓜。

③藁城农业的规模化生产水平居河北省领先地位。图为农

机田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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