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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人們對徐州的印象只有一個——
「煤城」，煤炭一度成為重要經濟支柱；礦工是

全市人民就業的重要渠道，礦區留下了大片低矮
的棚戶區；風景秀美的雲龍山、雲龍湖，不顯山
不露水地淹沒在人們的 「煤城印象」裡。

然而，近年來，徐州贏得了來自全國乃至世
界的肯定： 「中國工程機械之都」、光伏光電硅
谷、 「中國最具創新力城市」、 「最具競爭力的
低碳產業基地（城市）、 「中國現代服務業最佳
投資城市」等一大批榮譽稱號讓這座城市充滿了
全新魅力。

全國唯一的 「中國工程機械之都」。憑藉着
國內工程機械生產企業最多、綜合規模最大、品
種覆蓋面最廣、產業集中度最高等諸多優勢，徐
州在眾多競爭者中一舉奪魁；

世界上單體投資規模最大的多晶硅生產基
地。目前江蘇中能產能達 21000 噸，已經建成的
產能產量位列全國第一、亞洲首位，成為全球第
三大專業多晶硅生產商；

……
在 「十二五」開局之年，徐州不再背負 「煤

城」步履蹣跚，它擁有工程機械之都、低碳城
市、新能源基地、現代服務業最佳投資城市等一
個個響徹中國乃至世界的名字。

科學規劃 「雙翼」 齊飛
精準定位是創新發展之基。科學規劃創新發

展之石。
站在歷史的快車道和發展的岔路口，面對振

興徐州老工業基地、沿海開發、東隴海產業帶規
劃建設三大疊加機遇，徐州以創新的思維謀劃發
展，將自身目標精準定位為 「三個城市」——充
滿活力的創新型城市、充滿魅力的生態園林城
市、充滿競爭力的區域性中心城市。

立足自身特質，徐州創造性規劃城市經濟，
提出 「4+3」的產業梯次布局——着力提升裝備製
造業、能源產業、食品及農副產品加工和商貿物
流旅遊四個 「千億產業」，加快培育壯大鹽化
工、建材、冶金三個 「500億產業」。

2011 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3551.65 億
元，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突破 300 億元。徐州市裝
備製造、能源產業、食品及農副產品加工、商貿
物流旅遊等四大主導產業規模突破千億元大關，
煤鹽化工、冶金、建材三大傳統產業煥發生機，
其中煤鹽化工產業產值達到 646 億元，冶金、建
材產業加速向五百億元規模邁進。全市百億元企
業達 9 家，高新技術產業規模突破 2000 億元。軟
件開發、國際服務外包、現代物流、文化創意、
動漫等現代服務業正在加速發展，徐州正在成為
區域性現代商貿物流旅遊中心。

精準定位，更要先人一步。在不斷將傳統產
業調高、調優的基礎上，徐州明確提出： 「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培育新能源、新醫藥、新材料、
新照明以及IT、IC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已經
躍升 「國家級」的徐州經濟開發區，太陽能光
伏、新能源設備製造、清潔生產三大產業園已經
形成，光伏、風力、生物質發電等多種新能源格
局已現雛形。光伏產業中的佼佼者——江蘇中能
硅業已躍身亞洲最大多晶硅生產商，產量佔據全
球的 1/3。2011 年，徐州市戰略性新興工業產業
實現產值1854.92億元，增長115.9%，拉動全市工
業產值增長17個百分點。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突破
兩千億元，增長達88.5%。

做大增量還需調整存量。一系列獨具特色的
的發展觀讓人耳目一新：傳統產業不等於落後產
業，轉型升級化 「劣勢」為 「優勢」；新興產業
不等於低碳產業，新興產業更須提前注入低碳理
念……高新技術產業的跨越發展行動計劃、傳統
產業的結構調整行動計劃、創新型經濟的培育行
動計劃、農業的提檔升級行動計劃。這 「四大行
動計劃」促進了全市產業由低向高轉變發展態
勢。

2012 年，徐州市為自己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確保地區生產總值突破4000億元、財政一般預

算收入突破 400 億元。確保高新技術產業產值超
過3000億元，百億元以上企業達11家。」

●卷首語

徐州：振興譜新篇
悠久厚重古彭城，春意盎然新徐州。
從歷史的長河中一路走來，徐州，留下一串串閃光的足迹：彭祖故國、劉邦故里、項羽故

都……跨越5000年文明史和2600年建城史，悠悠古城幻化為 「蘇北領頭羊」、 「中國工程機械
之都」、亞洲光伏光電硅谷、山水毓秀之城。

2008年9月，江蘇省委、省政府討論並通過《關於振興徐州老工業基地的意見》。960萬徐
州人民振興老工業基地的吶喊聲振聾發聵： 「舉全市之力，用三年時間打造工程機械、食品和
農副產品加工、能源產業、商貿物流旅遊產業四大千億元級產業」！

機遇總是不斷垂青奮進者：振興老工業基地、江蘇沿海開發、入盟長三角、高鐵通車等多
重機遇疊加，推動徐州駛向又好又快的發展快車道。立足自身特質，在拚搏中不斷創新，徐州
明確提出建設充滿活力的創新型城市、充滿魅力的生態園林城市、充滿競爭力的區域性中心城
市。

2011年的徐州，振興老工業基地取得豐碩成果：舉全市之力打造的 「四大千億元產業」裝
備製造業、能源產業、食品及農副產品加工業、商貿物流旅遊業產值首度全面超千億元。振興
徐州老工業基地三年計劃超千億元的目標得以實現。

2012年，是 「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也是徐州充滿挑戰的機遇之年。這一年，徐州將按照
江蘇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特別是省委書記羅志軍提出的 「通過徐州加快發展帶動蘇北加快振
興、通過徐州加快全面小康步伐帶動蘇北小康建設進程。」的要求，全力以赴推進徐州市經濟
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努力實現經濟總量由小到大、產業層次由低到高、城市功能由弱到強、生
態環境由灰到綠、人民生活由安居到樂居的轉變！

本報記者 陳旻 本報通訊員 金燕博

綠色宜居提升城市品位
「經濟總量由小變大、產業層次由低變高」

是每個發展中城市緊扣的時代脈搏。在這兩句話
之後，徐州對自己提出了 「城市功能由弱變強、
生態環境由灰變綠、人民生活由安居到樂居」的
新要求。

扔掉 「煤都」的帽子，建設 「山水宜居新
城」，成為徐州人民的共同信念。相關數據顯
示，目前徐州森林覆蓋率已躍升至31.54%，位居
江蘇省第一；城市綠化覆蓋率 42%。歷經十年的
創模之路，成功獲得國家環保模範城市稱號。市
區空氣質量優良以上天數達 335 天，水域功能區
水質達標率為100%。

環境再造創新生態理念。在昔日 「煤
城」的西北角，曾有大片的採煤塌陷地，多年來
成為廢棄的土地。如今，生態再造讓這裡成為風
景秀麗的公園濕地。在環境改造的基礎上，故黃
河旅遊風光帶、小南湖、大龍湖、九里湖等一大
批公園濕地，惹得遊人駐足、鳥兒棲息。

雲龍公園、東坡運動廣場等城市綠地，敞園
透綠，讓市民步出家門 500 米就可暢享綠色清
新。近年來，徐州每年投入 100 億元，見縫插
綠、拆違還綠、擴湖增綠、延山擴綠，一個以青
山、碧水為依託，以綠樹、藍天為組合的全新園
林生態格局已然形成。

城市功能添彩宜居新城。總投資 3 億元、集
藝術館、步行街、休閒廣場、親水公園於一體的
雲龍湖 「四合一」工程遊人如織，小南湖月光
區、動漫園、規劃館文化館、美術館、音樂廳相
繼開館，為徐州百姓帶來全新的視覺和聲樂盛
宴。城市功能的完善、品質的提升，正為徐州市
民的休閒品位注入更多的藝術節拍與文化韻律。

2012年，徐州改善城市生態的腳步並沒有停
止：全市人民正開足馬力，實施生態屏障工程、
綠化精品工程、藍天碧水工程。第二次進軍荒山
的號角已經吹響，目標完成 2.2 萬畝荒山綠化任
務；呂梁山風景區、東珠山生態商務公園等一大
批精品綠化提升工程正在進行…… 「城在林中、
路在綠中、房在園中、人在景中」的城市風貌正
在逐漸實現。

民生細節成就百姓幸福
在徐州，不是圍着 「數字」轉，不能圍

着 「政績」轉，發展圍着百姓轉。2012
年，徐州市排出了民生幸福、生態文明、
社會管理等 3 大類 70 項為民辦實事項目，
民生政策贏得了百姓的關注目光：

在 「菜籃子」工程上，加快推動10個
農貿市場提檔升級，創建便民早餐店 40
家；

在住房保障上，扎實推進棚戶區改造
二期工程，建設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
用房40萬平米；

在創業扶持上，徐州市設立專項資金，無償
提供場所，配套 20 多項文件大力扶持大學生創
業；

在出行暢通上，加快完善城市路網，建設出
租車免費清洗點，建立公共自行車服務體系；

在教育衛生上，大力實施中小學校舍安全和
校車安全工程，創建80所省、市優質幼兒園，新
建5家醫院，推進27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升達
標；

在社會服務上，加快規劃建設老年公寓和老
年社區，建設平價公墓，啟動實施居民消費 「一
卡通」工程；

……
如今，新修或改建的農貿市場已經有 8 家市

場已經投入運營，平價直銷區價格低於市場價
15%以上；全市共計開工建設公共租賃住房 8691
間（套）、經濟適用住房4106套、廉租住房1008
套，累計完成棚戶區改造408萬平方米；5家市級
以上大學生創業園區已入駐創業企業 382 家，全
市大學生創業企業已達1646 家，集聚了1萬多名
大學生……

未來五年，對於迅速發展的徐州來說，是機
遇的五年，也是拚搏的五年。徐州市的目標是：
到 2016 年，將徐州的優勢產業從 4 個擴充為 11
個，裝備製造、食品、能源、冶金、建材、煤鹽
化工六大產業規模均超過1000億元，其中裝備製
造業突破 5000 億元，食品和能源產業分別突破
2000億元，商貿、物流、金融、房地產、旅遊業
規模均突破1000億元。到2016年徐州市主要經濟
指標將實現指標將實現 55 年倍增，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年倍增，城鄉居民收入實現 66 年倍年倍
增，經濟總量進入長三角城市前增，經濟總量進入長三角城市前 88 名、我國大陸名、我國大陸
地級以上城市前地級以上城市前3030名，躋身全國發達地區行列。名，躋身全國發達地區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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