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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镇：农业镇的工业梦
全镇1-10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

长了80.15%；8家规上工业企业1-9月
份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4.72%；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61.49%，到位省外资金
1.09亿元。

这组亮眼的数据出自淄博市博山
区博山镇，一个典型的山区镇、农
业镇。

不熟悉这里情况的人，往往以为
博山镇就是个农业镇，但其实博山镇
的工业在博山南部四镇中颇具实力。
辖区企业不多，博山镇把每个企业视
如珍宝，全力以赴服务企业发展。特
别是几家龙头企业，在政府扶持下，通
过自身努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两天拆了两座废弃楼

11月10日，记者来到博山镇
辖区企业山东万乔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乔集团）。在厂
区最南端，一处新建的仓库里堆
放着大量原材料和等待运走的
耐火砖成品。就在今年年初时，
这里还坐落着两座废弃的楼房，
周围的卫生环境很差，平时鲜少
有人到这里来。

两座废弃楼房的隔壁就是
万乔集团的厂区，楼房所占的土

地原本就是留给万乔集团扩产
用的。一方面是由于种种原因
废弃的楼房拆不掉。另一方面
是万乔集团近年来发展势头很
好，企业的订单量几乎以每年
30%的速度增长，企业早就想新
建一处厂房扩大生产规模，但受
制于厂区面积所限，一直未能如
愿。结果就是，万乔集团眼巴巴
看着留给自己的土地不能用，只
能手握订单干着急。

这两座废弃的楼房是博山
镇存在了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今年1月，博山区召开产业
发展大会，发布了《博山重点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和《博
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
条措施》。其中，包括耐火材料
在内的新材料产业被博山区确
定为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进一
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实施路径和
保障措施。《十四条措施》中更是

明确提出：要加快土地房屋产权
历史遗留问题的办理。

大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设
身处地为企业着想、帮企业解
难、助企业发展，并严肃指出“谁
为难企业就是和政府作对”。

会后，博山区各有关部门迅
速开展了“拔钉子”行动，专门处
理各类影响企业发展的历史遗
留问题。博山镇的这两座废弃
楼房也被列入行动计划。

为了帮助万乔集团扫除发展
障碍，今年一季度，博山镇先后多
次协调自然资源、发改、住建等多
个部门，通过村“两委”做通了村
民的工作，仅用2天时间就拆除了
这两座废弃的楼房。一下腾出来
建设用地近12亩。面积虽然不
大，但对于一个地处山区镇的企
业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

“今年我们有信心让产值再创
新高。”万乔集团负责人高建立说。

奋战三年实现倍增

政府投之以桃，企业报之
以李。

今年，万乔集团通过供应链
的关系，把一家物流公司招引到
了博山镇，在方便服务万乔集团
的同时，这家物流公司还在博山
镇的帮助下开拓区内业务，今年
1-10月份完成销售收入2009万
元，年内能达到限上企业要求。

在发展镇域经济的路上，政
府和企业携起手来，政府勇当企
业发展的“开路先锋”，企业为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这样的政企关系，让双方如鱼得
水、干劲十足。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辖区企
业山东圣世达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圣世达）的运输受阻，博
山镇第一时间协调区有关部门，
帮助企业车队办理通行证，解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今年，博山区
的招引团队带领企业负责人，远
赴重庆圣世达母公司开展招引
工作，力争更多项目能落户博
山。这其中，电子引火模块生产
线改造项目投产后将为圣世达

新增产值1亿元、税收800万元。
目前，企业的部分车间正在

改造，为新项目的落地做准备。
2016年，山东博丽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在考察了多处厂房后，
相中了位于博山镇的一处厂房，
在这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淄博
阔达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阔达轻工），专门用于玻璃产
品的验货和周转。最近一段时
间，该公司业务总监康金恒的工
作变得越来越繁忙。

原来，阔达轻工由于母公司

的业务调整，把更多供应链业务放
到了博山镇，企业的营业额从原先
的100多万元猛增到了1亿元以
上。在阔达轻工的厂房里，已经打
包好的玻璃制品码放整齐，几天后
将分别发往美国、墨西哥等地。

山东鲁青包装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门生产木质托盘、木笼、
木箱的企业，其产品主要用于耐
火材料、机械装备等的包装和运
输。万乔集团就是其重要客户
之一。多年来，这家企业扎根博
山镇，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

区内其他企业的快速成长，其自
身也得到了稳步发展。目前，这
家公司已经在东欧和南美建立
了生产基地，产品出口到了欧美
发达国家。

奋战三年，实现倍增。对于
今年提出的财政收入目标，博山
镇上下信心满满。

这里的红薯不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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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博
山区博山镇的特色农业也亮点
频现。除了早已名声在外的草
莓、葡萄、猕猴桃等水果，博山镇
近两年来又推广种植了大榛子、
红薯等特色品种，这些农作物有
效带动了村集体收入的增加。

最近一段时间，博山镇北邢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家
村正忙着联系购买大型农耕机。
今年村里试种红薯品种“济薯
25”成功，能给村集体带来近4万
元的纯收入。这让他和村民们
信心大增，不少村民决定加入试
种，徐家村则准备购买大型设
备，方便明年红薯的耕种和
收获。

地处鲁中山区的博山，山
地、丘陵遍布，地无三尺平，不利
于发展传统的粮食种植业。但
这里的土壤富含有机质，小地
理、小气候多，土净、水好、空气

优，具备发展特色农业的先天
优势。

今年2月，博山区召开特色
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各镇
（街道）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产
品结构，找到最适合的农产品，
实现土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并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产业化
项目等途径来增加村集体和农
民的收入。

大会召开后，博山镇由相关
负责人带队，组织辖区几个村的
负责人到济宁考察红薯种植项
目。该项目最大的优势是协议
收购，即种出来的红薯无论多
少，都由济宁一家淀粉加工企业
收购。收购价一年协商一次，今
年的收购价是0.75元每斤。

在村委办公室里，徐家村给
记者算了一笔红薯账：北邢村今
年试种的“济薯25”共35亩，每亩
产量大约4000斤，收购价0.75

元，则每亩毛收入3000元；包括
红薯苗、地租、化肥等费用在内，
每亩成本大约1300元；这样算下
来，每亩纯收入1700元，35亩地
纯收入59500元；35亩地中，属于
村集体的占到大约三分之二，则
对应的村集体纯收入是39600
多元。

“这种红薯的好处是管理非
常粗放，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
我们村的35亩地有一多半都是
比较差的地。别的村试种的有
达到亩产6000斤的。”徐家村告
诉记者，其实博山镇很多村都有
种植红薯的传统，但种植的品种
大都是“烟薯25”，该品种往年价
格比较高，但由于近年来种植面
积大幅扩大，价格越来越低。

此外，这种红薯大都用来加
热食用，收购商对品相、个头要
求比较高，品相好、个头中等的
能卖个好价钱，稍微破点皮的、

太大的、太小的都只能贱卖。而
“济薯25”就没有这些劣势，因为
这种红薯主要用来加工淀粉，所
以收购商对品相、大小没有要
求，几乎是照单全收。

“同样用35亩地种红薯，往
年村集体只能拿到一万块钱左
右的纯收入，换了品种后增收效
果很明显。过两天济宁的公司
就来签新收购协议，明年的价格
能涨到每斤八毛钱。”徐家村说，
今年的试种效果不错，不少村民
跃跃欲试，明年村里的新品种种
植面积有望达到100亩。

跟北邢村的情况类似，其他
几个试种村也准备扩大种植
面积。

除了红薯，此前在上瓦泉村
试种的大榛子也获得了不错的
经济效益，明年准备在8个村推
广种植。

今年，博山镇按照特色农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的要求，立足自
身优势，围绕“一轴两片”布局特
色农业项目。其中，沿231省道

“一轴”规划了菌菇、软枣猕猴
桃、中草药等种植片，在“一轴”
东部打造红薯种植片，在西部打
造草莓、大榛子种植片，利用土
地2084亩，谋划“一村一业”产业
项目44个，带动37个村预计增加
村集体收入421万元。

“今年的红薯项目已经让多
个村创造了村集体纯收入新纪
录，相信博山镇明年所有村集体
将实现平均增收6万元以上。”博
山镇党委书记张健说。

“济薯25”在博山镇多个村试种成功

万乔集团在原废弃楼所在地新建的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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