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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风起沂河畔，吹散了夏日连天
的酷暑炎热；雨落蒙山前，涤净了
八百里沂蒙的青山绿野。

临沂建城史近3000年，春秋时
建启阳城，秦时属琅琊郡，汉代设
临沂县，清设沂州府，1994年经国
务院批准改设地级临沂市。《孙子
兵法》《孙膑兵法》竹简就出土于此；
思想家荀子、宗圣曾子、智圣诸葛
亮、书圣王羲之都出生或曾生活在
这里，孔子七十二贤徒中有13人、历
史上二十四孝中有七孝在临沂。

临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沂
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刘少奇、陈
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战斗工作
过。当时根据地420万人，120万人
拥军支前，21.4万人参军参战，10.5
万名革命烈士英勇牺牲。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
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蒙山流金八百里，沂河泛银五
千年。琅琊仲夏，沂蒙大地，处处
洋溢着生机和活力。近年来，临沂
市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发挥商贸优势，实施“三步走”

战略，推动乡村振兴，进而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
沂蒙特色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临沂路径”。
从旅游扶贫到产业扶贫、文化

扶贫、教育扶贫等，临沂市2016年
以来先后建设产业项目3231个、扶
贫车间276个，带动贫困群众48.9
万人次增收；全市贫困人口年人均
纯收入由2016年的2566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7481 元；贫困发生率由
2015年底的4.85%到2018年底基本

“归零”。
推动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临沂
市委、市政府按照“在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中走在前列”的目标定
位，立足农业资源丰富、物流条件
便利、与长三角交流密切等优势，
积极融入长三角，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三步走”战略，努力打造长三角
农产品供应基地、休闲旅游“后花
园”和产业转移“大后方”。

新动能本质上是新供给与新
需求的结合。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
求。“十四五”期间，临沂市将突出

“数字化引领、智能化改造、链条化
延伸、融合化发展”导向，全力打造

“东钢、西木、南智、北食、中新兴”
的重点产业格局，加快构建新动能
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持续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回望临沂的发展，弘扬沂蒙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成为推动临沂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
要法宝。特别是近年来，临沂人民
把沂蒙精神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
进步的担当，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
页。

记者在实地采访过程中，亲身
感受到了沂蒙老区的美丽蝶变。
征程万里，重任千钧。临沂正在以
更澎湃的激情、更务实的作风、更
雄劲的步伐，以沂蒙精神为引擎，
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
动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着
梦想破浪前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临沂正聚焦在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中闯出新路径、在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中走在前列、在鲁南
经济圈发展中勇当排头兵，全力实
现“由大到强、由美到富、由新到
精”的战略性转变，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贡献“临沂力量”。

山东临沂：
老区蝶变奏响盛世欢歌

▲临沂小学生与老
党员同绣党旗

▲临沂进出口商品城

▲高铁穿梭于沂蒙大地

◀临沂市区美景

▶临沂经验
吸引国内多地专
家学者前来参观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