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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开放的“腹地”跃为“前沿”由“内陆”变为“窗口”

山东聊城：鲁西的经济突围

省 际 边 缘 城 市
自我间的区域协作，
无 论 民 间 ，抑 或 官
方，多有实践。相似
的一点是，这些地区
在各自所属省份中
长期被边缘化。

位 于 鲁 西 的 聊
城也不例外，虽贵为
山东西大门的“桥头
堡”，曾为京杭大运
河的九大商埠之一，
却“被边缘”于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之外。

如 何 重 构 区 域
经济地理，摆脱被国
家甚至所在省份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边
缘化的劣势？是摆
在聊城面前的一道
难题。

放置在这样的视
角下观察，就不难理
解，中原经济区规划
范围的公布，对被纳
入到其中的聊城、东
平的非凡意义——借
力中原经济区，助推
边缘经济提速，努力
寻求破解“行政区边
缘经济”困境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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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东昌湖的中国
运河文化博物馆。

中原经济区

山东聊城

聊城印象
聊城，居鲁西，临河

南、河北，代表中国商业
文明的京杭大运河和代
表农业文明的黄河在此
交会，贯穿中国南北的京
九铁路和连接祖国东西
的胶济邯铁路及高速公
路在此相交形成“黄金大
十字”。

黄河浮桥间的民间协作
濮阳台前县吴坝乡，位于“嵌入”

山东的那条狭长地带的最尖端。
沿着黄河浮桥直铺过去，对岸便

是山东东平县。一辆辆运输沙石料
的大卡车络绎不绝地驶过浮桥，车的
轰鸣声与滚滚而去的黄河波涛声此
起彼伏。

东平，隶属山东泰安，中原经济
区编制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县域之一，
东平境内资源丰富，盛产水泥用灰
岩、页岩、白云岩，建筑用沙等建材。

谈起浮桥带来的变化，吴坝乡张
堂村村民老宋如数家珍。他说，早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村里就率先发展
起沙石运输业。

“仅张堂、邵庄就有大小货车300
多辆，大型货车 10多部；沙石料厂 20
多个，预制建材厂和空心砖场 30 多
处，从业人员上千人，年交易收入就
有500多万元。”

地图上的台前县与山东省东平
县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东平县的耿
山采石场离台前县吴坝乡最近处仅3
公里，距规模较大的银山采石场也不
过5公里。

很多年前，运沙石依靠摆渡，后
来有了浮桥，可日夜通行。现台前境
内两省联建的黄河浮桥就有八九座，
沙石料运输成了吴坝乡的支柱产业。

不完全统计，东平县 60%的沙石
都是从这几座黄河浮桥运到了河南。

在吴坝乡石桥村村间小路的一
头，是两座大型冷鲜库。

每当收获季节，冷库内就码放整
齐了各种蔬菜，几个月后，全国各地
的客商将云集于此，蔬菜反季节销往
全国各地。

吴坝盛产大蒜，有万亩大蒜种植
基地，生产的大蒜不少销往全国大蒜
之乡山东金乡县。一些农户则和河
对面的聊城阳谷县养殖公司签了合
同，为其养殖合同鸡。

地域的比邻，促使着两地民间文
化经济频繁地往来。

老宋告诉记者，“台前一带在
1964 年前还属于山东寿张县，水浒
中李逵还做了几天寿张县的县令
呢。”

其实，鲜为人知的是：千年前，司
马迁在《史记》中将此片区域划归为

“中原”，多年前的平原省，聊城也居
于其中。

对外推介中，聊城这样描述自身：地处华北大平原晋
冀鲁豫的交界处，是鲁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京九铁路、济邯铁路、济馆高速公路在此交会，是连接东西
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一位长期关注山东经济发展的学者说：“和诸多省际
边缘城市一样，无法跳出被国家甚至省级发展战略边缘的
劣势。”

当地的主政者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京九铁路的开通，沿线的聊城、

菏泽、商丘等地共同倡议成立京九沿线协作组织。“突出区域
经济合作与交流，促进京九沿线地区资金、技术、物资等生产
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组合，带动京九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有人乐观地预言：聊城将从对外开放的“腹地”跃为
“前沿”，由“内陆”变为“窗口”。

但，运行多年后，经济崛起的预言并未实现。甚至未
能改变沿线地区在国家甚至所在省的发展战略中的边缘

化的劣势。
“当初对京九经济带期望非常高，十几年下来，落差比

较大。”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耿明斋这样评价。
在山东省内，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范围以山东东部、北部为主，
聊城并不在其列。

鲁西如何崛起，经济短板命运如何改变？聊城一直在寻
找助推边缘经济提速，破解“行政区边缘经济”困境的良方。

几年前，山东提出了发展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省级发
展战略，以济南为中心的“1+6”都市圈。

但这个基于加快发展省会城市群而出台的发展战略，
并未有具体政策出台。

“聊城、德州等市由于带动性产业少，传统产业比重大,
面临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挑战,基础设施、资源等方面，与
省会城市群关联度比较小，这对经济圈的产业集群、产业
链的形成发展形成了障碍。”山东财经大学一学者说。

1947年 6月 3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聊城强渡黄河天
险，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
的序幕。

在当地人看来，融入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中原经济
区，对于聊城而言，也是一次自我“解放”的机会。

荣向林，聊城市老促会会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他透露，今年 3 月底，聊城老促会曾打报告给山东省老促
会，申请国家批准聊城列入中原经济区。

荣向林说，聊城拟联合“邻居”河北、河南的革命老区
地市，一块打“组合拳”，以“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名
义，集体申请享受国家对革命老区的相关支持政策。

现已分别与比邻的濮阳、邯郸两市就联手向国家争取
革命老区支持政策事宜，达成初步战略性意向。

聊城市一位官员说，鲁西地区争取加入中原经济区热
情并不比其他地区差，“聊城是由市长亲自牵头”。

聊城市市长林峰海曾表示，对于聊城而言，加入中原
经济区后，一方面可以依托中原广大的腹地进行市场开

拓，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生物医药、新能
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粮食、蔬菜精深加工等传统产
业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聊城也在中原经济区中有了自己的定位：中原经济区
与山东半岛合作交流的战略枢纽，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聊城作为山东的西大门，是中西部资源东引进入山
东、山东产品和服务业西拓占领中西部市场的“桥头堡”。
濮阳作为河南的“东出口”，两地合作交流，能够实现优势
互补、双赢发展。

2012年初，聊城和濮阳两地结为友好城市，拟定在协作
机制框架内，推动形成政府间定期和不定期的会商制度，信
息共享、合作共赢、联动发展，全面加强产业合作，构建亲密
的战略合作关系。交通上，打通河南、山东交界断头路，打
造共同的便捷出海新通道；统筹利用丰富的煤、石油、天然
气、岩盐等矿产资源；合作打造精品旅游线路，通过聊城、濮
阳将济南和郑州沿线旅游资源连为一片。

8月25日，聊城市区，烟波浩渺的东昌湖旁边便是中国
运河文化博物馆。

湖边照相的师傅说，聊城是运河之都，曾为京杭大运
河九大商埠之一，史称“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
一都会”。

史书记载，漕运繁盛时，聊城是南北货运必经之地，明
清时期，运河一带舟楫繁忙人潮涌动，商铺、会馆鳞次栉比。

虽一河之隔，但聊城和濮阳交通并不十分便利。
全国人大代表、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委书记李连

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公路上看，近几年建成了濮鹤高
速、大广高速和南林高速濮阳段，濮范高速即将竣工，但尚
未与山东对接起来，“东进”受到制约。

据了解，从濮阳到范县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今年年

底前，从范县到台前到山东梁山然后接济广高速的另一条
新高速公路开工，将彻底打开“东进”的大门。

位于濮阳台前县的吴坝航运码头，被称为中原经济区
濮范台（濮阳县、范县、台前县）扶贫开发综合试验区8个重
点“药方”中的交通“活络丸”。

根据规划，将通过这个码头发挥黄河水运优势，构建
水上交通体系，打通中原经济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以台前县吴坝航运码头建设为重点，利用京杭大运
河发展内河航运，打造对接沿海的水上通道。”濮阳市交通
局相关人员介绍。

“一湾漕运数朝功，水陆云集商贾兴。”或许不久的将
来，商贾云集的胜景将会重现于聊城、濮阳这片两省边缘
的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