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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

晚报讯 （记者 张莉萍
通讯员 李文磊） 近日，记
者从市社会保险事业处了解
到，10月 1日起，我市将参
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员因
病或非因工死亡人员有关待
遇纳入统筹。

日前，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印发

《关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
亡有关待遇纳入统筹的通
知》，将在职参保人员因病
或非因工死亡后有关死亡待
遇纳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支
付。文件规定，参保人员未
达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
件时，因病或非因工死亡

的，可享受丧葬补助费和一
次性救济费，由基本养老保
险统筹基金支付。其中，丧
葬补助费为每人1000元（当
前标准），一次性救济费全
额为10个月全省上年度月平
均工资，根据本人缴费年限
来具体确定，缴费满 15年
的，全额支付，不满 15年

的，缴费年限每满 1年按全
额的十五分之一支付。此项
政策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18年9月30
日。2011年 7月 1日至本通
知施行之日前在职死亡的参
保人员，参照本通知规定将
有关待遇纳入统筹，已由企
业发放的，不得重复享受。

参保人在职死亡待遇纳入统筹
新规本月起施行 丧葬补助费每人1000元

晚报讯（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刘国正）13日，记者
从省旅游局获悉，由省旅游
局和大众日报社共同主办的

“大美青州杯”2013寻找山东
最美乡村评选活动，经过4个

月的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
最终评选产生了 60个“好客
山东最美乡村”。我市共有
五个镇获此殊荣。

记者了解到，作为“2013
齐鲁乡村逍遥游休闲汇”主

体活动之一的“好客山东最
美乡村”评选正式启动以来，
受到全省各有关单位的高度
重视，各地市旅游局认真组
织推荐、各报名单位积极参
与，全省共有 275家镇、村级

单位报名参评。经过评委会
评选，60个“好客山东最美乡
村”新鲜出炉。我市有峄城
区榴园镇、滕州市滨湖镇、柴
胡店镇、山亭区北庄镇、徐庄
镇五个镇获奖。

“好客山东最美乡村”我市五镇上榜

晚报讯（记者 刘豹）受一股强冷空气影响，未
来三天，枣城将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过程，最高气
温降幅达10℃以上，今、明两日将出现平均风力4～
5级阵风 6级偏北大风，15日最低气温将跌破 10℃，
最高气温也不过15℃。

据气象部门昨日15时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今
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降水概率60%，南
风3级转北风4～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3℃，最低
气温15℃。 预计：15日天气阴转晴，北风4～5级阵
风6级，气温9℃～15℃；16日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
南风2～3级，气温5℃～17℃。

冷空气来袭 温度骤降

10月12日，在台儿庄区
府前广场，老年人正在表演
第二套健身腰鼓。当日，台
儿庄区老年体协和区委老干
部局联合举行了庆祝老人节
文艺展演，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颁布实施的第一年，老人们
载歌载舞欢庆自己的节日。

（特约记者 张严新 通讯
员 张延飞 摄）

载歌载舞
庆重阳

晚报讯（记者 邵士营）我市第二届“十大孝星”
和提名奖近日评出。王玉美等10人获得枣庄市“十
大孝星”称号；王申英等 10人获得枣庄市“十大孝
星”提名奖。

由枣庄市委宣传部、枣庄日报社、枣庄广播电视
台、枣庄市老龄办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枣庄市十大孝
星”评选于2013年4月20日启动，经过层层推荐，最
后确定了 20名最具代表性的候选人进行媒体公
示。20名候选人中最大的 65岁，最年轻的 32岁。
他们分别是：山亭区北庄镇小西庄村村民王玉美、枣
庄泰成老年民族公寓院长白太成、台儿庄区涧头集
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张习云、峄城区古邵镇三义庄村
村民李中朵、市中区老龄办主任邵爱民、滕州市金色
老年乐园副园长兼护理部主任赵海燕、枣矿集团八
一煤电化公司退管会主任徐伟闵、峄城区底阁镇郭
楼村村民郭修英、峄城区阴平镇菜园村村民谢绍爱
和滕州市滨湖镇望庄村党支部书记满其军。

“十大孝星”评选揭晓

资源枯竭≠发展枯竭
枣庄，因煤而兴，在半个世纪的城市

发展过程中，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的确很
重。2009年 3月 2日，枣庄被列为省内唯
一、东部地区唯一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
当资源枯竭为城市发展发出警报时，经济
转型成为必然。但是，380万的枣庄人有壮
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资源枯源绝不是城
市经济发展倒退的借口。

2009年,时任市长陈伟在接受中国环境
报记者采访时说“资源枯竭，并不意味着发
展必然枯竭，更不意味着环境必然恶化；越
是资源濒临枯竭，越要更加珍惜资源环境，
越要更加突出环境保护”。“虽然我们的资源
还能开采二三十年，但如果不及时转型，一
旦煤炭资源枯竭，枣庄市的发展将无以为
继。我们的出路就在城市转型，实施城市转
型是现实的、必然的选择。”

枣庄目前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基础地
位较为薄弱，资源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
三产业欠发达，替代性产业发展不充分。
2009 年，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 8.7:62.2:
29.1，属于典型的重工业经济结构。还有就
是，行业发展环保压力大，抗经济周期能
力差，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且延伸
难度大，新兴接续替代产业尚未培植起
来，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推动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

枣庄在城市转型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
探索和尝试，制定了《枣庄市资源型城市
转型实施纲要》，提出了“一个战略、三大
战役”的城市转型思路，即实施资源型城
市转型战略，打好发展煤化工、发展文化
旅游、加快城市建设“三大战役”。同时，
枣庄更加针对自身状况，从长远出发制定
出了《枣庄市资源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规划（2010—2020年）》。

逆境奋起，正是发展好时机
枣庄成为 2009年国家批准的我国东部

地区惟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发展
的落伍是枣庄无法逃避的痛，但是，它同
时也是枣庄奋起直追的动力和城市转型发

展的好机遇。
国家和省政府在四个方面对资源枯

竭城给予大力支持，一是给资金，二是调
税负，三是拨专项，四是布项目。国家在
重大建设项目布局时，将向资源枯竭型
城市倾斜对枣庄来说，多重政策利好汇
于一时、集于一身，为历史少有，为我们
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目前在建煤
化工项目 8 个，总投资 121 亿元，已完成
投资 40.9 亿元，枣庄已成为全国发展势
头最强劲、最具竞争力的煤化工基地之
一。水泥、石膏产能均居全省第一。

2008-2011 年度，中央财政已连续 4
年给予枣庄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 10.74
亿。去年，枣庄又成功通过国家转型评
估，未来五年将享受新一轮政策资金扶
持。截至目前，枣庄已累计获得中央、省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 20.1亿元。

枣庄经济总量在国务院批准的资源
枯竭城市中位居前列。城市历史文化悠
久，旅游产业潜力巨大。节能减排初见
成效，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区位交通优
势明显，内向联系逐渐加强。

国家和山东省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为枣庄市城市
转型带来了重大历史性机遇。因此，未
来 10 年需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促
进城市全面转型，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和区域地位，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能力。

寻找接续替代产业，破解发
展困境

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是实现资源型城市
经济转型最重要的途径。国内专家经过研
究提出，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的对策，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接续替代产
业的两大支柱。

自实施转型以来，枣庄市已经取得了
很大成绩，其产业链已经大大拉长，煤化
工发展迅速。经过几年的发展，枣庄的产
业结构调整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做优一
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大力发展接续
替代产业成为指针，煤炭产业在经济总量
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2009年，枣庄全
市三次产业比例为 8.7:62.2:29.1。按照《枣
庄市资源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0—2020年）》，近期（至 2015年）发
展目标为，三次产业比重为7:54.2:38.8；远
期（—2020年）的阶段目标是实现“全面
转型”，全市GDP达到4000亿元，人均生产
总值达到 9.5万元；三次产业比重为 5:52:
43；非煤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达到90％。

在十一五期间，煤矿资源的枯竭反倒
催发出了枣庄智力、文化等资源的汇集，
倒逼了工业产业升级。面对资源枯竭，枣
庄就像面对一条河，断流了，他们就往上
游走，就向高处走。枣庄拉长了煤炭产业
链条，让枣庄台儿庄古城辉煌涅槃，让枣
庄人坐上了 BRT、动车组，迎来了高铁时
代，更让枣庄人收获了无尽的信心。

枣庄在以壮大以煤化工和精细化工为
主要接续产业，培育以生物医药、新能源
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替代产业，实现传统
产业新型化、支柱产业多元化、新兴产业
特色化。跨越式发展现代服务业，寻求城
市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现代服务业，为城市转型注
入活力

从广义上来看，现代服务业是一种现

代化、信息化意义上的服务业，是指在一
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基于新兴服务业
成长壮大和传统服务业改造升级而形成
的新型服务业体系，主要以基础服务、
生产和市场服务、个人消费服务三类服
务为载体，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三高”特征，发展
上呈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三
新”态势，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
少的优点，是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
水平的重要标志。

现代服务产业是城市经济系统发
挥 整 体 功 能 的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组成部分 , 发达的服务业是城市内部
正 常 运 转 、 产 业 结 构 产 生 巨 大 系 统
效 益 的 重 要 前 提 。 据 经 济 学 家 的 研
究 ， 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和 信 息 资 源 进
入现代主流经济 , 服务业将发展成为
城 市 最 大 的 、 最 具 活 力 的 产 业 部
门。 目前，国家对发展现代服务来
给 予 了 极 大 的 重 视 ， 国 务 院 专 门 为
此 出 台 了 《现 代 服 务 业 科 技 发 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
按照国家提出的“系统规划，统筹推

进；市场牵引，政府推动；模式创新，技术
支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四个发展
原则，现代服务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推动
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显著提
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正是资源枯
竭型城市努力的方向。

列在我市重点项目名录之下的“枣
庄汽车文化贸易产业园”，正是现代服务
业的典型代表，在具有全国影响力二手
车交易市场的优势基础上，不仅在新技
术、新业态、新方式“三新”态势上具备极
大优势，同时，也是提高枣庄城市综合竞
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并被同时列
为国家、省、市三级的重点工程。一期 50
万㎡鲁南汽摩配用品交易中心（枣庄汽
配城），投资 17 亿元巨资将为枣庄增加
一个闪亮的城市地标，其对地区经济的
强大带动性，在不久的将来显现给我们
无限惊喜！

跨越发展现代服务业 开启城市转型“核动力”（一）

资源枯竭之城的浴火重生
记者 丁玉萍

枣庄，因煤而建，因煤而兴，从城市一级代码“鲁D”就能看出，煤城一度在省

内的经济地位。曾经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煤炭的几近枯竭以及环境的污染和资源

的浪费都给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矿竭城”不是我们的意愿，城市经济发展要

向何方？需要我们拿出壮士断臂勇气！环顾其他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轨迹，寻找接

续替代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应该是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

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