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高质量”贯穿滨州民营经济发展全过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志勇

凭手艺，比胆识，依山吃山，靠海吃海。从
小业务入手，从市场刚需起步；一户带几户，几
户带一村。滨州民营经济快速上数量、扩规
模，从无到有，在市场中茁壮成长

1982年，沾化县冯家镇刘王庄村民刘
洪青凭着自己的中学学历和在偶然机会下
从上海买到的两本木工书，走出村庄，走进
县城，为单位或者个人打制“时尚”的家具
和玻璃门窗，开始了自己的副业致富之
路。三年时间，他成了村里鲜有的“万元
户”。

现在，已经66岁的刘洪青回忆说：“那
是一个不缺市场、不缺激情的年代，只要有
足够的胆识和不断攻坚克难的闯劲，你就
能走向成功。”

致富激情高涨，市场刚需空间大，掀起
了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热潮”。冯家镇王
尔庄村的村民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开始
搞海米贩卖生意；阳信县水落坡镇越来越
多的村民加入到倒卖古旧家具的行列之
中；草柳编制品成了博兴县搞活经济的首
选，在政府的组织、参与下，家家户户编织
忙；博兴县兴福镇的村民则另辟蹊径，出现
了几个靠厨具加工迅速致富的大户……滨
州现如今闻名全国的几大集散市场，几乎
都是在那一时期打下了基础，迈开了步伐。

除了这些，滨州市各县区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鼓
励兴办乡镇企业，饲料、食品、
建材、养殖等，拥有地域优势、
适销对路的行业都是一片欣欣
向荣。像磨粉、榨油、冰糕、砖
窑等小型加工厂或家庭作坊，
因为市场门槛低、百姓需求紧
迫，更是遍地开花。1985 年的

《惠民大众》曾报道，邹平县魏
桥镇孟寺村青年孟宪兰，一年
时间办起了冰糕、榨油两个厂。

《惠民大众》报道的数据显
示，1985年的上半年，仅半年时
间，全市（惠民地区）新添乡镇
企业（含乡镇、村、联合体和个
体企）2114处，全市乡镇企业总
计完成的总产值比1984年同期
增长 30%以上，利润增长 3.5
倍。其中，新增投资中的87.9%
是群众自筹资金，总产值中的
44%是由联体和个体企业贡献
的。

伴随着民营经济的井喷式
增长，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一方面出台
税收、信贷、审批、物价、物资、人事等诸多
层面的优惠政策，一方面内活流通，外抓横
向联合、外贸出口。1985年9月，当时的惠
民地区地委行署作出八条规定，进一步扶
持乡镇企业发展。为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
新形势，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全区集中财
力、物力，加快城镇大型顶棚商场建设，仅
1985年一年就建成各式顶棚商场六个。惠
民县的“大寺商场”、无棣县的“大山商场”、

“海丰商场”，以及滨州市人民人人熟知、现
在仍在不断扩建发展的“新兴市场”（1988
年开业）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外贸方面
也是成绩斐然，“六五”期间的最后一年
1985年的外贸收购额同1980年相比，接近
翻两翻，五年年均递增22.5%。

正是在这种全民大创业的潮流下，百
姓生活水平快速提升。1980年，惠民地区
全区城乡储蓄额仅为6000万元左右，而到
1985年底，全区城乡储蓄额达到了3.8亿元
以上，跃增了3.2亿元，增长额相当于全区
建国以来储蓄总额的4.9倍。

抬头看路，低头迈步，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一要抓住政策
调整的机遇，二要抗住市场残酷的搏杀，滨州民营经济在不断
变革创新中，与时俱进，从弱到强，撑起“半壁江山”

创业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浪
淘沙，残酷的市场竞争会让很多人激
情消退中途退场，也会让很多人一败
涂地、一蹶不振。但是，也有很多
人，一直走到了今天，拼搏出了一方
属于自己的天地。

村民刘洪青就是止步于“手艺
人”的角色，成为了上世纪 80 年代
创业大军中的一位中途退场者，总结
过往，如今已年近古稀的他强调，

“要有足够的胆识和不断攻坚克难的
闯劲”。而西王集团董事长王勇作为
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一位佼佼者，总
结成功的经验时，他重点提到两个字
——坚持。同一时代、不同结局的两
个人，最终总结出的创业经验，却是
异曲同工。

看看现在的滨州民营经济，“半
壁江山”名副其实。

名山者有之。2018年，滨州有7
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
中的魏桥创业集团头顶“世界棉纺织
大王”和“世界铝业大王”两大桂
冠，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
位列第159位；西王集团拥有全球最
大的注射用葡萄糖生产基地、亚洲最
大的淀粉糖生产基地，被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冠名“中国糖都”。

大川者有之。王尔庄被誉为“中
国海蜇第一村”，经营着27个国家的
38种海蜇品种，成为世界海蜇市场的

“操盘手”；兴福镇是全国最大的不锈
钢厨房用品生产基地，长江以北最大
的黑白铁批发加工集散地，素有“中
国厨都”、“中国板材之乡”之称，二
十多年前，民营经济的“兴福现象”
让古镇兴福闻名于世；“中国古典家
具之乡”水落坡镇是全国闻名的古旧
家具集散地，买卖遍布全国乃至全
球。支流、溪水者更是遍地潺湲。

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业
企业1176家，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93.4%；全市民营服务业市场主体

20.48 万 户 ， 个 体 私 营 户 数 占 比
98.2%。

彩虹总在风雨后。如今民营经济
的山川秀丽，既得益于政策的哺育，
也来自于市场的洗礼。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棉花供应
紧张，国家下达“限产压锭”政策，
老牌棉纺企业济南国棉一厂、二厂相
继倒闭。作为当时默默无名的“民营
小弟”，魏桥的张士平却从行业危局
中看到了机会。他认为，国家压缩的
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产能，而且是使用
解放前设备的产能，魏桥不在被压缩
的范围之内。于是，他引入外资、港
资，大举收购破产企业及设备，魏桥
生产规模逆市大幅增长。很多人不理
解张士平的收购扩张，质疑他逆政策
而为，可他都回答先收着，以后总有
用的时候。其实，相比政策，张士平
更信市场，政策总会有变的时候。

1992年的时候，西王集团当时还
是一家村办榨油厂，创业还算顺利，
已经有了两千多万的资产。这时候，
作为企业带头人的王勇就琢磨着要把
企业做大，引进高科技，对玉米淀粉
做进一步的深加工。想法很美，可一
出手，他就栽了个大跟头。1993年，
他花 53 万元购买了玉米淀粉制造甘
油的专利。但是买了以后，就遭遇原
料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了
大规模的亏损。后来，王勇到北京寻
找新的合作伙伴，谈成了500万元的
投资，为企业留住了生的希望。虽然
刚在引进前沿技术方面吃了大亏，但
这没有改变王勇对追求科技创新的坚
持。上海的一个专家给王勇出了个主
意，让西王生产结晶葡萄糖。那时候
全国的结晶葡萄糖才十几万吨，而西
王的生产量很快就达到了全国产量的
十几倍。

企业发展的道路不平坦，集散市
场的经营也不例外。1992年开始，王
尔庄人开始将生意从海米转向海蜇，

五六年的时间，王尔庄人的海蜇市场
开始傲视全国，此时，他们却遭受到
了意想不到的打击。1998年，他们原
本要以每斤 40 多元出售的海蛰，遭
遇到了2元每斤的市场大棒，没有任
何思想准备的王尔庄人被这只大棒击
懵了。原来，那一年东南亚沿海出了
难得的蛰汛，许多韩国、日本的渔贩
把海蜇运往中国，致使国内海蛰市场
价格大跌。虽然，生意赔了本，但也
把王尔庄的“海蛰商”们打醒了。王
尔庄人决定向国际市场进军。2000
年，第一批王尔庄人拿到了越南和缅
甸的商务签证护照，走出了国门。以
后的几年时间里，王尔庄人又把收购
加工市场扩展到泰国、柬埔寨、马来
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又到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墨西哥，以及大
洋洲的澳大利亚、非洲的埃及，王尔
庄人几乎跑遍了世界所有产海蜇的国
家。即便如此，困难也并没有在王尔
庄人的面前消失。2004年，越南有个
一货值一千万元的海蜇加工单子，虽
然村里去了不少人，可是对方就是不
把单子给村民，对方只有一句话：

“我们只跟大公司打交道。”越南这次
生意的失败再一次让王尔庄人如梦初
醒，村里 80 个海蜇营销加工大户联
合起来，毁掉了“小舢板”，开始打
造“航空母舰”，2004年秋，他们融
资1亿多元，注册成立了“中国王尔
庄海产品有限公司”，王尔庄的海蜇
经营户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化公司
的股东。从个体户到国际化公司，王
尔庄的海蜇经营实现了升级，开始全
方位影响国际海蜇市场。现在，王尔
庄有 100 多名村民拥有越南、日本、
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的护照；王
尔庄批发市场的价格也直接决定着全
国甚至全世界的海蜇市场价格和行
情。

创新激发活力，创业推动发展。从改
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到四十年后的创客，
创业、创新一直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深冬
季节响春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
地，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一系列具体
措施的相继落地，蕴藏在广大城乡民众身
上的经济力量被激活，个体工商户、家庭作
坊、联户经营、合伙经营、乡镇企业承包等
各种创业形式纷纷涌现，民营经济井喷式
爆发。

此后，随着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
民营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1997年召开
的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
位和作用。2005年，国务院颁布“非公经济
36条”，民营经济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
好发展环境。2010 年，国务院发布“新 36
条”，给民营经济发展开放了更大的空间。
2013年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2015
年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的意见》出台……国家对民营经济的
鼓励与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民营经济也在
市场的磨砺中不断创新成长，从个体户到

公司经理，从小企业到大集团，从股份制到
挂牌上市，一步步走来，不断发展壮大。

资料显示，到 1978 年，全国只剩下个
体工商户15万户。这15万户大都是修自
行车，修鞋子的，几乎没有什么产值。然
而，四十年后，截至2017年底，全国民营企
业数量超过 2700 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6500 万户，注册资本超过 165 万亿元。民
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
数量，真正撑起了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如今，新时代来临，“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成为了时代鲜明的主题，正如李克强总
理所说的那样，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快速
掀起了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
潮，形成了“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
态。微观主体的创新潜力和创业活力正在
被释放，一批批新一代的创新创业者勇立
潮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向着新的发展方
向，运用新的技术和模式，演绎一个又一个
精彩传奇，民营经济再一次获得了大发展、
快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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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滨州市的民营经济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
展历程，完成了从“微不足道”到“半壁江
山”的飞跃，当之无愧地挑起了滨州振兴发
展的大梁。

这是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组数字
——截至到2017年，全市民营企业数量占

全市企业数的93.6%，民营经济增加值已经
占全市 GDP 的 60.7%，缴纳税金占全市税
收的78.6%，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劳动就业
人员的 70%左右，企业授权专利数量占比
达到84.9%。

我市民营经济是如何迅速发展壮大，
撑起全市振兴的“半壁江山”的？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为民营经
济发展敲下了“定音锤”，为广大民
营企业家送上了“定心丸”，更为新
时代民营经济发展吹响了“进军号”。

政策层面鼓舞人心，那么再看市
场层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民营
经济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
撼动的优势地位。这些领域不仅仅是
新产业、新业态，更蕴含着新的生活
方式、新的公共秩序。可以说，民营
经济在最近的十年里，自主建设了诸
多新的支柱性产业和新的基础性设
施，已经走上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前
沿。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四
十年就是民营经济崛起的四十年。在
这四十年里，滨州的民营经济没有落
后，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经历了
磨砺，造就了辉煌。如今，滨州的民
营经济紧跟供给侧改革、动能转换、
乡村振兴的步伐，也正在谋篇布局、
快速行进。

近年来，滨州市高度重视创客平
台、孵化器、信息平台、科研平台的

建设，并出台多项支持政策，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支撑引领经济转型升
级、产业结构调整。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家，省级众创空
间 8 家，市级创客空间达到 23 家。
2018年5月，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黄河三角洲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基地建
设封顶，建成后它将成为山东区域乃
至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相关产业支撑中
心、云服务业务承接中心。

政府在积极作为，新时代的“创
客”们也同样在紧锣密鼓谋求发展：

老牌产业在积极转型升级，创新
行动“例例”在目。博兴县的草柳编
行业在“互联网+”的支撑下重现了
勃勃生机。作为典型代表的湾头村，
1700多户村民有800多户开起了淘宝
网店，“80后”、“90后”成为了开办
网店的主力军。湾头村不仅是中国最
早一批“淘宝村”之一，而且“淘宝
店＋家庭工厂”的模式已经走向成
熟，2017年全村草柳编年销售额已经
超3亿元。王尔庄的海蜇市场也在积
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在海蜇膏、海
蜇口服液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上加大

攻关力度，从单纯当“贩子”搞流
通，向深加工转型，向产品的高附加
值和科技含量要效益。兴福镇抢抓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历史机遇，创建
国家级厨具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投
资 23 亿元筹建占地 1 平方公里“中
国·兴福智慧厨都”中小企业孵化示
范区，推动制定厨具行业团体标准，
打造“中国智慧厨都 山东兴福制
造”品牌，推进板材产业智能化进
程，助推产业融合发展，谱写“新兴
福现象”。

新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数据显
示，2017年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786.6 亿元，同比增长 8.9%，
占全部投资的81.7%。截至到2018年
5月底，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7.33
万户，同比增长17.74%，增幅居全省
第3位。滨州市2018年第三季度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数
据则显示，9月份新登记私营企业达
到 1580 家，其中服务业企业 1171
家，占比74.1%；信息技术等现代服
务业企业358家，占比22.7%。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过程中脱胎而生并成长壮大。
党的十九大以来，民营经济已站在

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重
大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挑战中又
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作为现代化
经济体系中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的主
阵地，民营经济正紧紧把握时代脉

搏，积极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谋求
高质量的发展，在变革与发展中走
向新的征程。

新的时代，新的群体，新的方向，新的模式。从制度变革
到结构调整，从量的增长到质的转变，滨州民营经济直面当今
经济发展大变局，走向打造“新半壁江山”的新征程

■ 结束语：

1985年《惠民大众》刊发《我区大力开展城镇市场
建设》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