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片两带”

构建发展新格局
2007年，面对经济总量小、底子薄的

实际，海阳市提出了“用1至2年打基础、
3至4年上水平、5至6年大跨越”的“三步
走”发展战略，明确了跨入“全省30强”
和跻身“全国百强县”目标。在此基础
上，本着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挖掘潜
力、丰富内涵的原则，规划实施了“一片
两带”发展布局，着力构建各具特色、富
有活力、相互补充、协调共进的区域经济
发展新格局。

“一片”，即城区经济片，着力实施
“内涵式”发展，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
托基础设施完善、产业聚集度高、人流物
流集中的优势，深入挖潜增效，调整产业
结构，培育中心城区的核心竞争力。“两
带”，即南部沿海经济带和北部山区经济
带。沿海经济带，依托滨海资源实施“膨胀
式”发展，加快膨胀核电、临港、旅游度假三
大产业板块，努力打造一个城市新区、产业
新区和度假新区。山区经济带，依托生态资
源实施“调整式”发展，突出农产品加工和
特色旅游两大主题，打造农副产品生产供
应基地和山地生态旅游基地。

“十一五”期间，海阳市累计引进投
资过亿元项目1 1 0个，是“十五”时期的
6 . 5倍，对外贸易出口创汇1 8 . 2亿美元、
进口5 . 9 9亿美元，分别是“十五”末的
3 . 3倍和4 . 1倍；2010年机电和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比重较2005年分别提高9 . 4个和9 . 2
个百分点。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348个，比“十五”末增加148个；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亿元，实现利税40亿
元，分别是2005年的2 . 5倍和3 . 3倍。2010
年实现旅游收入1 9 . 9亿元，是2 0 0 5年的
3 . 8倍，海阳旅游度假区成为全省四个示
范度假区之一。2 0 1 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达到84 . 9亿元，是2005年的2 . 2倍。新发
展经济林果1 4 . 6万亩，完成荒山荒滩造林
5 . 4万亩、退耕还林4100亩，畜牧养殖、海洋
渔业发展迅猛，农民合作社发展到3 1 0个，
新增大型农业加工企业1 6家，海阳市被命
名为国家绿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单位。

“五大工程”

打造发展新引擎
亚沙会、核电站、海阳港、海阳至即

墨跨海大桥和烟台至海阳高速路这五大工
程组成了海阳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运用世界最先进核电技术建设的海阳
核电站于2009年12月正式开工，规划建设
6台百万千瓦级机组，并留有两台机组的
扩建余地，总投资上千亿元。一期工程建
设两台1 2 5 万千瓦核电机组，将分别于
2014年5月和2015年3月投产发电。目前，
一号机组核岛钢制安全壳筒体三环成功吊

装到位，二期两台机组前期工作顺利推
进，“核电站建设进入主体工程阶段”被
列为烟台市改革开放3 0周年十件大事之
一。海阳核电站全部建成后，将成为迄今
为止中国最大的核能发电项目。同时，将
改善山东省的供电状况，为海阳未来的发
展提供清洁能源和永久动力。

以“海韵、阳光、激情、时尚”为理
念的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于2012年在
中国海阳举行，是中国体育史上首个在县
级城市举办的洲际综合性赛事。这个与亚
洲运动会、亚洲冬季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
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并称为亚洲体育五大
赛事的体育盛会，将吸引来自亚奥理事会
4 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参加。届
时，海阳将成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关注的
焦点，各色皮肤的人们将在这里诠释“快乐
在一起”的全新内涵。2 0 1 0年12月16日，海
阳成功接过亚奥理事会会旗，标志着亚洲
沙滩运动会正式进入“海阳时间”。目前，亚
沙会场馆设施、城市配套设施以及城市人
文环境提升等工程正在加紧推进，2 0 1 1年
全部进入运行测试状态，海阳的城市建设
水平和服务承载能力必将整体提升。

2 0 0 9年3月开工建设的海即跨海大桥
总投资 5 亿元，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80%，将于2011年竣工通车，并实现海阳
滨海公路与青岛滨海大道的对接贯通。届
时，海阳至青岛车程可缩短至一小时以
内，在海阳2 3 0公里的海岸线上形成一条
全新的观光大道、快速通道和经济走廊。

海阳港2005年开始进行西港区开发建
设，2010年又引资70亿元建设东港区和中
港区。目前，海阳港总体规划获得交通运
输部和山东省政府联合批复，西港区已有
3个万吨级泊位投入使用；西港区二期工
程和东、中港区开始围堰填海，以港兴市
战略加快实施。海阳港全部建成后，将拥
有1万吨级到1 0万吨级泊位若干个，成为
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同时，中集来福士、
立泰船舶重工、蓝岛海洋工程等临港产业
项目的引进建设，为以港兴市战略的实施
注入新的活力。

2 0 1 0年4月正式开工的海阳至烟台高
速公路，全长80 . 375公里，将于2012年亚
沙会举办前建成通车。建成通车后，可使
烟台至海阳缩短30分钟车程，并打通烟台
至青岛的第三条快速通道，进一步加强海
阳与整个胶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联系。

“三大载体”

奠定发展新优势
发展蓝色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举措。海阳市紧紧抓住建设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
发展机遇，依托核电站、亚沙会、丁字湾
蓝色经济区“三大载体”优势，大力引建
新兴产业项目，在海阳蓝色海岸线上崛起
核电装备制造工业区、城市经济新区和丁
字湾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

依托核电站，以海阳核电装备制造工
业园区为平台，坚持项目引进和基础设施
建设同步推进。重点引进核电设备制造企
业，形成核电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发
展体系。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机械装
备制造、海洋工程、电子信息、生物科
技、高端服务等六大新兴产业。海阳核电
自主化依托项目———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生产的专用设备已应用于核电站建
设；核电一体化堆顶组件自主化、来福士
海洋工程、丰汇特种起重设备、米兰德现
代化数控机床、国核电力设计研究院海阳
分院、枫林新材料、鸿特力新材料等一大
批核电、机械装备制造和海洋工程项目相
继落户、开工、投产。

依托亚沙会独有资源，聚力发展沙滩
运动、沙滩文化、海上运动、海洋文化和
滨海旅游业，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打造
“沙滩运动休闲之城”的城市新品牌。目
前，由项目比赛区、配套设施区和生态景
观区组成的亚沙会场馆及配套工程正在全
力推进，12条亚沙会道路工程全部完工。
君子连理岛、宝龙城、国际帆船俱乐部、
沙滩五星级酒店等一批投资几十亿元的旅
游服务项目正加紧建设，在海阳滨海一线
聚集起星级酒店群、度假商住楼群和休闲
观光群三大特色集群，构筑起城市新区框
架，进而使海阳真正形成黄金海岸、度假
海岸、运动海岸、休闲海岸。

以海阳至即墨跨海大桥建设为契机，
深化海岸带总体规划，加快丁字湾文化旅
游产业聚集区和沿海岸带特色风情小镇的
开发建设步伐，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高效
生态旅游区和海洋科技新城。“建设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
为其核心区之一的丁字湾海洋文化旅游产
业聚集区，岸线总长度54 . 7公里，将聚集
发展旅游商务、休闲度假、文化娱乐和海
洋科技产业等高端服务业。目前，东方龙
栖城、香港新鸿基旅游度假项目、神龙府
水上特色休闲项目、康达环保项目、保利
达度假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三大文化品牌”

展示城市新形象
海阳市根据海阳大秧歌的风格特点，

结合现代文化元素和群众健身需要，创编
了大秧歌健身舞，在全市推广，成为海阳
城乡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

海阳市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
重，文化发掘与文化塑造并举，突出地方
特色发展先进文化，把地雷战经典、海阳
大秧歌、亚沙会等文化资源纳入文化发展
规划，精心打造凸显城市个性的历史文
化、民俗文化和海洋文化三大特色品牌，
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营造了浓厚的城市
文化氛围。

海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抗日战争时
期，英勇的海阳人民创造了闻名全国的
“地雷战”。现在，红色经典再放光芒。

地雷战纪念馆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被列入山东省重点红色旅游线
路。继电影《地雷战》之后，以地雷战英
雄壮举为背景拍摄的《地雷战传奇》系列
电视连续剧，在各省电视台热播。依托
《地雷战》拍摄地开发的地雷战景区，实
景演出场面火爆；依托《地雷战传奇》影
视城和地雷战遗址开发建设的红色旅游项
目正在推进中。

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海阳市
深入挖掘海阳大秧歌这一全国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内涵，在保护和继承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提高。目前，全市有基
层秧歌表演队伍600多支，参与群众遍布城
乡。海阳大秧歌在2 0 0 7年央视舞蹈大赛获
奖、2008年参演奥运，2010年又成功“舞”进
上海世博会，参加了“山东活动周”表演，展
示了中国优秀民间艺术的魅力。

依托2012年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
影响和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海阳市以打
造“沙滩运动休闲之城”为目标，把举办
赛事和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有机融合，大力
发展沙滩艺术、海上运动、滨海休闲等文
化旅游业，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品
牌。近几年，海阳市连续举办了全国龙舟
赛、沙滩排球赛、沙滩手球赛、沙雕艺术
展、沙滩体育艺术节等多项全国级体育赛
事和文化活动，2 0 1 0年1 0月第十六届亚运
会火炬在海阳成功展示、传递，沙滩体育文
化已成为海阳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助推器。

“六民活动”

建设和谐新海阳
从2008年起，海阳市深入开展“广开

言路听民声，深入群众察民情，科学执政
重民意，配套联动帮民富，化解矛盾促民
和，维护稳定保民安”“六民”活动，并开通
了“民生面对面、民生热线、网上民声”三条
渠道听取群众意见，以及党建工作专线、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专线、农村经济管理专线、
基层民主建设专线和党风廉政建设专线等
五部专线电话。领导干部率先深入基层，通
过公开接访、驻村蹲点、召开座谈会、走访
慰问等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切实为基层
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坚持公共财政支出向
民生倾斜，让群众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
扎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五年来，累计完成民生投入10 . 7亿
元，发放社会保障金17 . 5亿元，新增就业再
就业2 . 8万人；实施水利工程2890项，对108
座小型水库全部进行了除险加固；补贴购
置农机具3 1 2 0台，实施农业综合开发5万
亩，新建各类沼气池2 1 2 4 0个；硬化改造县
乡公路9 6 0公里，“村村通”有线电视、自来
水普及率分别达到95 . 2%和97 . 8%；完成传
染病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建立
了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机制，实施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置村级卫生站所
479个，农民参合率达到100%，群众和谐
程度、幸福指数大为提升。

海阳市地处胶东半岛、黄海之滨，碧海金滩

风光旖旎，历史凝重文化深厚，经济和社会发展

与时俱进。“十一五”期间，海阳市委、市政府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科学决策，精心谋划，围绕跨入“全省30

强”和“全国百强县”目标，大力实施“三步

走”发展战略。67万海阳人民在1886 . 8平方公里

土地和230公里海岸线上谱写了经济大发展、社

会大进步、民生大改善的崭新篇章。2010年，实

现生产总值224 . 6亿元，是2005年的2 . 3倍，年均

增长14 . 5%；地方财政收入12 . 8亿元，是2005年的
3 . 1倍，年均增长25 . 4%；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入2 2 9 . 8亿元，是2 0 0 5年的2 . 9倍，年均增长
24 . 6%；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4元，比
2005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15 . 5%；农民人均

纯收入9260元，是2005年的1 . 97倍，年均增长
14 . 5%；三次产业比例由2005年的25 . 3：46 . 8：
27 . 9调整到20 . 5：46 . 8：32 . 7。海阳市先后荣获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城市、

中国和谐之城、中国毛衫名城、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等城市名片，被评为转型·2010中国经济十大

领军(县级)城市，2012年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将在海阳的万米金滩激情上演！ 海海阳阳城城市市新新区区

海阳核电站核岛设备吊装

全国沙滩排球赛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天堑变通途——— 海阳至即墨跨海大桥

海阳大秧歌参加北京奥运演出

海阳国际沙雕艺术公园

海阳：崛起的现代生态滨海城市
快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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