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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枣庄是一个因煤而建、
因煤而兴的现代化城市，拥
有 7300 年的始祖文化、4300
年的城邦文化、2700 年的运
河文化、130 年的工业文化。
枣庄因矿产丰富，工业发
达，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
国煤炭工业第一支股票的诞
生地”，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
成长历程，形成了枣庄现代
工业的基础和城市文化基因。

建国后，我市为建立独
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依托传统煤炭产业基础
上，建立了市南工业区，该
工业区是我国 1958 年大跃进
后，“三五”、“四五”时期等
战备经济时期出现的，由中
央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
型大规模经济建设背景下建
设的工业聚集区，50至60年
代，该工业区基础设施配备
齐全，3条专用铁路贯穿整个
工业区，设有货运站及货运

仓库，枣庄市肉联厂、枣庄市化肥厂、鲁南瓷厂等一批国家、省市企业
30余家坐落其中，90年代初步形成了冶金、化工、建材、纺织、医药和
轻工等20个行业，100多种产品，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随着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些曾经为共和国成
长和城市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传统工业企业，已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
争，陆续进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大量厂房废弃、机器闲置，老厂房、
老矿区、旧设备……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足迹”，浓缩着工业文明转
型升级的发展历史。

市南工业区东起解放路，西至青檀南路，北起人民路，南至十里泉
路，共3.35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4982.86亩，含市属及以上企事业单位
27家，其中市直企业7家，职工约6660人，市属及其以上其他企事业单
位20家，在册职工约381人；涉及光明路街道涝坡、西垎塔埠、十里泉3
个行政村及各塔埠街道 1 个工业社区 （12 个企业职工居住片区），居民
4459户、15251人；区直企事业单位5家，街道所属企事业单位25家，其
中区直企业3家，职工1204人。

自 2012 年以来，按照枣庄市委、市政府纵深推进城市转型三大战
役、打造转型升级和经济文化融合发展高地的决策部署，全面启动了市
南工业区改革发展步伐。围绕“改制、棚改、发展”三位一体的工作思
路，经过2年的努力，辖区内20余家市、区属企事单位（其中市直企业7
家） 全面完成了破产终结，6600余名职工得到的妥善安置，千余亩存量
建设用地得到转换开发、十余万平方工业遗存得到保护利用，市南工业
区步入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新阶段。

2013年，在原市南工业区的基础上，“聚艺谷”诞生了，旨在聚八方
才气，集古今众艺，筑生态谷地。目标是利用3至5年的时间将聚艺谷建
设培育成鲁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引领中心、艺术家的聚集中心、艺术品的

展示交易中心、市民的文化娱乐高地。
区位优势明显
北接市中区商贸中心，西临枣庄经济开发区及鲁南地区最大二手车

交易市场，南连峄城城区，东靠华电国际十里泉发电厂，和本市其它
市、区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具备10分钟到高速、20分钟上高铁、1小
时达机场、2小时入海港的便捷可达性。

基础设施完善
山东聚艺谷内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按照“三横两纵”布局，建

设汇泉路、大众路、清泉路及复兴路、振兴南路共五条主干道和4条次干
道。北与主城区融为一体；南接世纪大道，向西与新城相连，直通高铁
站。聚艺谷内教育、医疗、供水、供热、供电、燃气、通信网络等基础
设施一应俱全，能满足企业投资兴业的需要。

规划定位超前
——中心城区副中心；
——新型产业聚集区；
——城市转型示范基地。
委托同济大学对园区发展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确立了“围绕文化

创意和电子商务两大产业，打造融特色旅游、特色娱乐、特色餐饮为一
体的‘创意之谷、活力高地、青春之城’”的发展定位。成立聚艺谷文
化创意运营有限公司，规划在原市天鹅地毯厂建设天鹅坊文化产业园；
原市鲁南瓷厂建设彩虹坊创意产业园；原市水泥厂建设上海大世界基尼
斯枣庄发布文化创意中心（神奇城堡）；原市肉联厂和市化肥厂错位发展
特色餐饮，打造聚艺谷美食广场，通过商业步行街将地毯厂和肉联厂进
行连接，实现园区融合发展。

承载辉煌历史 见证华丽转身
——来自市南工业区的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