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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作为山东省重要工业城市，工业经济一度走在山东前列。近年来，

伴随煤炭资源枯竭，数次错失发展机遇的枣庄一下成了“差等生”。该如何绝

地反击，负重赶超？今年以来，枣庄打响“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传统产

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产业集群渐成规模，全市一派热气腾腾奋力

赶超的景象。

山东枣庄市传统产业有了新内涵山东枣庄市传统产业有了新内涵、、新兴产新兴产

业有了新突破业有了新突破、、产业集群有了新规模产业集群有了新规模，，这些新这些新

变化变化，，都是在一个都是在一个““换换””字下发生的字下发生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

换换““心心”，”，新兴产业换新兴产业换““脑脑”，”，特色产业换特色产业换““道道”。”。

通过大刀阔斧地通过大刀阔斧地““换换”，”，换出了产业发展的变换出了产业发展的变

化化，，换出了枣庄人对发展的信心换出了枣庄人对发展的信心。。

以换以换““心心””促传统产业之变促传统产业之变。。以煤化工为代以煤化工为代

表的传统产业是枣庄的支柱产业表的传统产业是枣庄的支柱产业。。传统产业发传统产业发

展不好展不好，，枣庄的产业就塌下半边天枣庄的产业就塌下半边天。。新旧动能新旧动能

转换转换，，不是摒弃传统产业不是摒弃传统产业，，而是要为传统产业而是要为传统产业

植入新技术的植入新技术的““心心”，”，令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令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以以换换““脑脑””促新兴产业之变促新兴产业之变。。新兴产业是枣新兴产业是枣

庄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庄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新兴产业不大不强新兴产业不大不强，，

制约了枣庄的产业发展制约了枣庄的产业发展。。枣庄人主动检讨短枣庄人主动检讨短

板板、、更新观念更新观念，，立足本地农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和已有产业资源优势和已有产

业集群基础业集群基础，，招大招强招新招大招强招新，，不仅提升了产业集不仅提升了产业集

群的档次和规模群的档次和规模，，而且实现了新项目和老资源而且实现了新项目和老资源

的化学反应的化学反应，，提高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

以换以换““道道””促特色产业之变促特色产业之变。。特色产业根特色产业根

植性强植性强，，与当地居民尤其是农民增收关系密与当地居民尤其是农民增收关系密

切切。。枣庄原来有一些规模不大但很有地方特枣庄原来有一些规模不大但很有地方特

色的色的““草根草根””产业产业，，如兽药产业如兽药产业、、旧物市场旧物市场、、石榴石榴

产业等产业等，，还有很具超前性的还有很具超前性的““气味气味””产业产业。。这些这些

产业产业，，在电商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有了做强做在电商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有了做强做

大的机遇大的机遇。。枣庄人抓住了这些机遇枣庄人抓住了这些机遇，，将这些产将这些产

业植入新赛道业植入新赛道，，打新业态牌打新业态牌，，取得了不错的业取得了不错的业

绩绩。“。“苔花如米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也学牡丹开。”。”小产业有了小产业有了

““专精特新专精特新””的理念的理念，，照样可以做出大文章照样可以做出大文章。。

以换促变以换促变，，以变图强以变图强。。枣庄人通过枣庄人通过““三换三换”，”，

创造了动能转换创造了动能转换、、产业发展的生动局面产业发展的生动局面，，实现实现

了自身的发展突破了自身的发展突破，，对资源型城市的全面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全面转型

升级升级，，也具有启发意义也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区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区
域经济研究院院长域经济研究院院长））

““ 换换 ””字 改 变 一 座 城字 改 变 一 座 城
董彦岭董彦岭

山能兖矿鲁化净化升级改山能兖矿鲁化净化升级改

造项目造项目。。 贾贾 鹏鹏摄摄

位于枣庄的国位于枣庄的国

家锂电产品质量监家锂电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督检验中心。。

王均启王均启摄摄

前 不 久 ，山 东 枣 庄 为 一 条 消 息 兴 奋 不 已 ：

1 月份至 10 月份，被称为“枣庄骄子”的山东能源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南化工）实

现销售收入 103 亿元，成为枣庄首家营收过百亿

元的企业。在山东，产值过千亿元的企业都不稀

奇，鲁南化工缘何让枣庄人喜不自禁？原来，几

度沉浮的鲁南化工，像极了荣衰变迁的枣庄市。

鲁南化工的凤凰涅槃，让正在绝地反击的枣庄看

到了曙光。

作为山东省直辖市之一，枣庄工业经济一度

走在山东前列。过去，枣庄人有两句话常挂在嘴

边，“一天三顿饭，顿顿靠煤炭”“特色小吃是羊肉

汤、辣子鸡，支柱产业是挖煤炭、烧水泥”。近年

来，伴随煤炭资源枯竭，枣庄的发展脚步变慢了，

体量变瘦了，底子变薄了。目前，枣庄在山东 16

个地市中 GDP 排名垫底，昔日“优等生”，一下成

了“差等生”。

“不为落后找理由，只为争先想办法”，今年

以来，枣庄打响“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传

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产业集群

渐成规模，到处呈现出热气腾腾奋力赶超的景

象。基础差、底子薄的枣庄是如何负重赶超的？

换“心”

在枣庄，1972 年投产的鲁南化工知名度特别

高。这个国家“三五”期间建设的 8 个中型氮肥厂

之一，曾在产量、效益等方面保持全国第一。2005

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气化炉装置等先后

在此建成投用，中国煤化工技术至此不再受制于

人。2009 年，鲁南化工开启了中国向发达国家出

口先进清洁能源化工技术的先河。那几年，鲁南

化工赢得了中国煤化工“摇篮”和“旗帜”的美誉。

然而，“一招鲜难以吃遍天”。随着企业错失

技术升级关键机会，设备老化、能耗高等问题显

现，加之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等因素影响，这家传

统老牌化工企业竟走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到

2016 年，亏损达 6 亿元。从赫赫有名到形同“鸡

肋”，鲁南化工电气车间党支部书记巩宝源对这

段经历不堪回首：“企业一直在亏损，有本事的职

工纷纷‘孔雀东南飞’。”

转机转机，，始于始于 20172017 年年 55 月月 2828 日启动的一次日启动的一次““换换

心手术心手术”。”。这一天这一天，，鲁南化工净化节能升级改造鲁南化工净化节能升级改造

项目启动，这个被称为国内现场布局最复杂、集

成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化工技改项目，也是

企业博取生机的宝贵机遇。鲁南化工常务副总经

理李志远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有 5 套净化系统

分散在厂区各处，能耗高、处理气量低、效果差，

直接影响产品品质。只有背水一战，用一套新的

净化系统替换原有 5 套老旧装置，企业才有机会

峰回路转。这个项目总投资 5.3 亿元，是鲁南化工

“娘家”原兖矿集团在本部化工企业投资最大的

技改项目，成为鲁南化工的救命稻草。

“当时，为了优化系统运行、节约投资，需要

在两块狭小空地上塞进 11 个高塔、60 多台设备

和上万米管道，‘换心手术’难度可想而知。”鲁南

化工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岭回忆说，“当时真是下

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经过 14 个月的奋战，换“心”如期完成。为

保证开车成功，净化车间开车组组长冯仁庆在车

间住了 3 个多月。一次次参数模拟，一次次方案

论证⋯⋯终于在 2018 年 7 月 14 日，一次试开车

成功。新装置投用后，鲁南化工能源利用率提升

至 88%以上，2018 年当年创效 5749 万元，2019 年

创效 2.14 亿元。

换“心”后的鲁南化工精气神大振，一系列新

旧动能技改项目相继拉开建设大幕。聚甲醛是

一种性能接近金属的工程塑料，由于缺乏核心技

术，中国企业只能生产一些低端聚甲醛。为突破

技术封锁，鲁南化工开始了艰难探索。鲁南化工

聚甲醛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龙厚坤回忆，聚甲醛装

置涉及 700 多台设备、6 万多米管线、12 条生产工

艺，一直未能达产达效，最严重时，一年亏损近

3000 万元。此时恰逢山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明确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十强”产业重点

突破，这让鲁南化工坚定了转型决心。

原兖矿集团先后投入 2000 多万元对聚甲醛

装置技术改造，同时组建专业团队技术攻关，逐

项攻克了很多制约难题，最终成功实现装置达产

达效。2020 年 6 月 28 日，鲁南化工第二套高端聚

甲醛项目一次投料产出合格聚甲醛产品，目前一

年可创造利润 2.2 亿元。

“‘“‘伤筋动骨伤筋动骨’’换来企业换来企业‘‘脱胎脱胎换骨换骨’。’。在高端在高端

化工化工产业领域产业领域，，我们拥有我们拥有 22 个国家级研发中心个国家级研发中心，，今今

年前三季度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端化工规模以上高端化工产业实现增加值产业实现增加值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919..66%%，，未来几年形成千亿元级产业规未来几年形成千亿元级产业规

模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模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枣庄市高端化工促进中心枣庄市高端化工促进中心

副主任刘修存信心满怀地说副主任刘修存信心满怀地说。。

“鲁南化工可以做到的，其他

传 统 产 业 同 样 也

可 以 做 到 。 只 有

落后企业，没有落后产业，传统产业通过技

术改造、降本增效，同样能展现出强大生命

力。摆脱落后局面，唯有奋起直追、快马加

鞭。”枣庄市委书记陈平告诉记者，传统产业

不能丢、新兴产业求突破，枣庄正全力打造

以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六大先进制造业与高质高效农

业、新型商贸物流业、特色文旅康养业为主体的

“6+3”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

造，重塑老工业基地辉煌。他们还明确，对单个

技改项目最高可获补 2000 万元。

换“脑”

“由于长期落后，很多枣庄人已习以为常。”

在枣庄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勇看来，落后不可

怕，可怕的是失去追赶的信心。“实际上，枣庄有

好几次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与机遇失之交臂。”

据张勇介绍，以前，枣庄有八大批发市场，临沂市

兰山区多次派人来学习，如今，已经建成北方最

大的批发市场。枣庄人曾慨叹无法北上对接京

津冀产业转移，而同处鲁南的临沂人，却把眼光

盯在了如何打造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大后方——

兰陵蔬菜产业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菜园子”。

每天，200 多万公斤蔬菜从兰陵南下⋯⋯

“如今，重塑枣庄工业昔日辉煌的愿景将人

们的心‘点燃’。我们身居最后一名，已无路可

退，那就大步向前；倒数第一，说明我们进步空间

还非常大。”张勇言语间透出刚毅与决心。

观念一转天地宽。投资 30 亿元的上海麦金

地中央大厨房项目落户滕州。素有“鲁南粮仓”

之称的滕州，是国家商品粮基地、优质蔬菜基地、

“中国马铃薯之乡”。如何让农业插上工业化翅

膀，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滕州市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董事长郝子华告诉记者，“他们之前也

上马过农产品深加工项目，但技术含量不高、融

合性不强，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自己不行，就把老师请到家门口。今年初，

滕州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上海麦金地签下合作大

单，涵盖智慧农贸、中央厨房、美食街区、绿色食

材网络供应链 4 个板块，将在枣庄“五区一市”建

设 6 个智能化中央厨房，升级 30 个智慧农贸市

场，全面打造集智慧农产品交易、农产品精加工

等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及科技

创新型产业集群。

“落户滕州，是被当地政府的包容与真诚所

打动。”上海麦金地链融滕州中央大厨房项目总

经理李欣涛告诉记者：“当地部门对外来企业十

分呵护，帮助解决证照办理、项目建设等难题，确

保了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建成。”李欣

涛粗略算了一笔账：中央大厨房每年将提供 10

万人的团餐能力，就地消耗滕州三分之一的马铃

薯与四分之一的时令蔬菜，大幅缩短了运输成

本，促进了当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哪怕走得慢一点，也要走得扎扎实实。尽管亟

待摆脱落后局面，但枣庄要实实在在的成效，绝不

要“虚假的繁荣”。今年以来，枣庄聚焦“6+3”现代

产业体系，对接产业头部企业，变“来什么要什么”

为“要什么招什么”，并组建小分队精准招商。

12 月 14 日，枣庄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年产 30GWh 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配套

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总投资 200 亿

元，是枣庄市单体投资最大的锂电项目，将带动

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全产业链企业在枣庄集

群集聚发展，为枣庄建设绿色安全新能源典范城

市、打造中国北方锂电之都提供强力支撑。

目前，枣庄拥有锂电企业 35 家，产品种类达

200 多个，不但供应国内众多企业，还出口欧美。

枣庄市智能制造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旭

光告诉记者，今年，枣庄全力打造京沪廊道智能

制造高地，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项目越来

越多。1 月份至 9 月份，枣庄新增高端装备产业签

约项目 104 个，新开工高端装备产业项目 68 个，

高端装备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2.33%。截至

10 月底，181 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 139.7%，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换“道”

后发地区，如何在新一轮

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找

准着力点、打好特色牌，错位发

展，差异化竞争。”陈平用“热带

雨林”做比喻：“森林中既有参

天树，更有石缝中向阳而生的

小树苗、灌木、小草。这样不起

眼的项目多了，枣庄的发展就

有了支撑。”

目前，兽药产业还是一棵少人问津的

“小草”。去年，国家新修订兽药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急需符合政策、集聚效应强、高标准建

设的产业园区。枣庄市闻风而动，立即组织专家团

队深度分析：我国兽药产值从 2015 年的 460 亿元

增长到 2020 年的 620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6%，衍生产品和产业附加值极高，有超数千亿元

级的市场潜力。

今年 5 月，枣庄与中国兽药协会合作共建

“中国兽药谷”，打造了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第一个

兽药产业园区，中海生物技术（枣庄）有限公司是

落户兽药谷的第一家企业。“从今年 2 月 25 日开

工建设到 6 月 25 日试生产，只用了 4 个月。”该公

司副总经理杨若松坦言，当初，吸引他们的还有

枣庄的承诺：在最短时间内帮助企业建成厂房投

入生产。下一步，他们将深耕兽药谷，第二个项

目近期将开工建设。

如今，兽药谷已经落户企业 4 家，即将落户

2 家，正在洽谈 13 家。

二手车、旧图书、旧服装⋯⋯在枣庄，这些

“闲物”被唤醒生金。去年，普衣国际经贸公司实

现再生纺织品出口 300 万美元，成为我国北方最

大的废旧纺织品处理企业。山东当康文化传媒

公司枣庄联营仓管理书籍 1500 万册、年发单量

130 万单，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图书循环利用服

务商，预计今年主营收入超过 1 亿元。

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闲置物品相关市场

规模达 1.2 万亿元。枣庄正围绕创建中国国际闲

置品循环链试验区，构建系统完备的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和流通体系，推动以二手车、图书、服装、

办公设备等为主导的闲置品循环产业集聚发

展。目前，枣庄已集聚闲置经济企业 500 余家，

年交易额突破 100 亿元。枣庄还与天能集团签

订了投资 20 亿元的锂电池回收利用项目，以及

投资 20 亿元的汽车循环再制造产业园项目，正

推进国内最大的手机数码回收服务商爱回收等

100 余家企业进驻⋯⋯

另辟蹊径，培养更多人无我有的“小草”产

业。11 月 20 日，第一批王老吉“石榴+”系列产品

在枣庄峄城区王老吉大健康产业园下线。这个

总投资 20 亿元的石榴产业项目，在签约仅 7 个月

后就开始试生产。“年产 3.5 万吨产品，这里将成

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王老吉生产基地。”王老吉（枣

庄）大健康产业园负责人刘广亮告诉记者，该产

业园正与王老吉共同组织研发以石榴果、石榴叶

为原料的凉茶、果冻等产品。同时，与白云山药

业合作的石榴保健口服液也将在年底前生产。

未来，他们将依托广药集团的市场和技术优

势，向保健和美容、养生、医药等方向发展。

石榴是枣庄市最有特色、最具优

势、最富影响力的农业品牌。为把石

榴的价值“吃干榨净”，枣庄不断

延伸石榴产业链条，把小石榴

做成百亿元级大文章。“如

今，我们的石榴盆景订

单遍布全国。”峄城

区石榴盆景产业

从 业 者 张 忠

涛 告 诉 记

者 。据

悉，

石榴盆景特色小镇已培育出石榴盆景企业 300

余家，从业人员超过 4000 名，年销售各类石榴盆

景 50 万盆，营业额达 5 亿元至 8 亿元。

依托“石榴”这个“小不点”，枣庄计划到 2023

年末，石榴深加工龙头企业达 10 家以上，建成农

文旅康养项目 30 个以上，新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1 个，新打造石榴主题景区 1 个、核心景点 3 个，石

榴产业总产值达到 100 亿元。

气味也可以做成大产业，你信吗？在枣庄山

亭区翼云科创园嗅谷体验馆，记者穿戴上专业设

备，通过气味播放器，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蛋糕房

的香甜以及花海沁人心脾的芳香。“我们是全球

首家数字气味行业应用方案提供商，通过核心技

术实现了气味的数字化、网络化传输和终端播

放。”为科技体验馆提供技术支持的气味王国科

技有限公司 CEO 黄剑炜告诉记者，他们的数据

气味库达 1300 种以上，已编码 3000 余种基础气

味，正在建立缜密的“数字气味词典”，目前已拥

有专利 110 多项。依托该企业，总投资 30 亿元的

“中国嗅谷”项目于今年 1 月在山亭区开工建设，

着力打造中国首个数字嗅觉产业基地和国际数

字嗅觉产业核心集群。

枣庄“三换”，换出一片新天地，为加速工业

崛起、重塑昔日辉煌增添了新动能。今年以来，枣

庄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持续向好、质效双升。前三

季度，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143.2%，居山

东省第 2 位；GDP 同比增长 9.9%；15 项主要经济

指标中，有 10 项增幅位居山东省前 10 位——枣

庄正在全面摆脱被动落后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