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垦垦利利：：崛崛起起““黄黄蓝蓝””经经济济示示范范区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里，万里黄河穿崇山峻岭，越黄土高

原，走中原大地，在垦利注入渤海、拥抱世
界，演绎着“沧海桑田”的神话。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用激情的舞步奏响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的雄浑而壮丽的交响曲。

黄河与大海的激情相拥，在垦利这方神奇
的沃野息壤上托起一片蔚蓝色的梦想……

黄蓝融合、陆海统筹、一体发展

———“黄蓝”经济示范区强势推进

随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垦利
作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主战场的最前沿和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区域，处在两大战略
叠加、“黄蓝”经济交会的核心位置。

历史机遇双重眷顾，作为空间无以复加。
垦利科学发展的大道从未如此宽阔，跨越

崛起的蓝图从未如此清晰！
在机遇和考验面前，垦利县委、县政府向

全县人民作出庄严承诺、发出全面动员。按照
“牢牢锁定一个目标，始终坚持两项原则，强
力推进‘五区’建设”的总战略，紧紧把握
“抢抓机遇，率先突破，在实施国家战略中跨
越崛起”的工作基调，举全县之力，强力推
进，全力突破，打造“黄蓝”经济示范区。

2011年初，垦利县在全县开展了“抢抓机
遇，率先突破，在实施国家战略中跨越崛
起”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五区”大推
进、项目大攻坚、民生大改善、环境大提
升、机制大创新推动综合实力跃升、经济结
构优化、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十二五”发
展良好开局。

“五区”大推进。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黄
河口现代渔业区、黄河口新型工业区、东营西
郊现代服务区、黄河水城北城区“五区”建设
涵盖了一二三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
自然协调发展，是“黄蓝”经济融合发展的载
体。以30万亩东营现代渔业区为主体，海参、
大闸蟹养殖深加工进入发展快车道，全国最大
的单片滩涂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以黄河口新
型工业区为主体，优先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新技术产业，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区内的
万达MBS塑料抗冲剂、胜通轮胎用钢帘线、明
珠石油装备等项目产销量稳居国内前列，各项
技术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另外的黄河口
生态旅游区、黄河水城北城区、西郊现代服务
区则都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培植汽
车贸易及相关产业、物流运输业、城郊休闲观
光旅游业和科技信息服务业，中百仓储物流、
陆海石油科技服务、日泰管业地源热泵技术服
务以及26家汽车4S店正逐步扛起服务区发展大
梁。目前，一个以一二产业提升发展为支撑，
第三产业创新发展为骨架的高效生态经济“航
母编队”正平稳前行。

项目大攻坚。垦利县在连续开展“项目建
设年”、“项目突破年”的基础上，把2011年
确定为“项目攻坚年”，实施项目攻坚春、
夏、秋集中行动，全面打响项目建设攻坚战。
今年该县确定的101个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达
到326亿元。在此基础上，引导企业围绕转方式
调结构，围绕蓝色经济发展，再论证实施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力争全年开工实施项目450个
以上，其中过亿元的60个以上。

民生大改善。今年将是垦利县在保障民生
上投入最多、力度最大的一年，更是将民生工

作全面推向农村、实现城乡全覆盖的关键一
年。年内计划新建农村住房3740套、改造危房
1411套；投资3400万元建设10处农村社区服务
中心；推进总投资40亿元的城区11大区拆迁改
造及回迁安置工程；有针对性地推进实施总投
资6 . 56亿元的15件26项为民办事工程。

环境大提升。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必须有一流的环境
保障。垦利县按照实施国家战略的要求，进一
步加大环境建设力度，着力打造绿色协调的生
态环境，着力打造务实高效的服务环境，着力
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垦利环境质的
提升。

机制大创新。该县把创新工作纳入各级各
部门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着力营造鼓励
创新、宽容失误的浓厚氛围。特别是创新土地
运作机制，创新人才建设机制，创新市场运作
机制，依靠智慧破解难题。

用汗水创造财富，用激情打造幸福。24万
垦利人民的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共同的梦想：
五到十年的时间，一个现代文明和谐的新垦利
必将傲然屹立在渤海之滨、黄河之畔。

黄河口 大油田 红色圣地 黄金海岸

——— 四张“金色名片”声名远播

发展的实践证明，大江大河入海口的三角
洲既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龙头。

从南到北，珠三角、长三角、黄三角相继
崛起。相比而言，垦利显然在生态资源上得到
上苍更多的眷顾，于是这座共和国最年轻的县

域城市便以首当其责、责无旁贷的锐意姿态，
向世人亮出极具地域魅力和发展潜力的四张金
灿灿的名片：“黄河口、大油田、红色圣地、
黄金海岸”。

黄河口。垦利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
河孕育出的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正常年
份，黄河每年携沙造陆3万亩左右，是中国
“生长”土地最快的地方。目前，全县土地
面积313万亩，人均占有土地15 . 3亩，是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后备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黄河入海口附近拥有我国暖温带最年轻、最
典型、保存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有两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
级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丰富独特。自然保护
区内有野生动物1542种，其中鸟类283种，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9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鸟类43种。

大油田。垦利地下油气资源富集，是全国
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的发祥地和主产区，
胜利油田的第一口高产油井于1965年在垦利县
胜利村开采成功，胜利油田因此而得名。胜利
油田自开发建设以来，其油气产量的43%、已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的45%都出自垦利地下。

红色圣地。垦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抗
日战争时期山东清河区的根据地。当时清河区
的医院、学校、被服厂、兵工厂等都坐落在
此，是山东平原游击战争的可靠大后方，被誉
为山东的“小延安”，垦区广大军民为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金海岸。垦利濒临渤海，海岸线长
142 . 78公里，黄河入海口附近盛产黄河口大闸
蟹、黄河口刀鱼、黄河口海参、梭子蟹等名优
水产品，是东方大对虾的故乡，素有“百鱼之
乡”、“黄金海岸”的美誉。

天下黄河，万象垦利

——— 黄河口文化旅游风生水起

历时100天的第四届中国黄河口文化旅游节
(山东·垦利)于6月28日在垦利市民活动中心拉
开帷幕。“相约垦利红歌会”、大型音乐焰火
表演、“黄河情韵”沿黄民间文艺展演、“红
歌唱响黄河口”群众大合唱、消夏广场群众文
艺汇演、风行黄河口逍遥游、万亩葵园游系列
活动、“记者眼中的黄河口文化旅游节”系列
报道、黄河口生态观光旅游主题活动、红光赶
海拾贝节、蜜桃采摘节、黄河口大闸蟹美食节
等特色旅游节庆活动精彩纷呈，将陆续在黄河
入海口这方新生的土地上轮番上演。

“黄蓝”经济区建设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垦利站在一黄一蓝的核心前沿，正吸引着
世界关注的目光。“黄蓝”两大国家战略在这
里交会，浑然巧合的是黄河入海口河海交汇也
形成了黄蓝共现的神奇自然景观。

共拥天时，独具地利。垦利县乘势以争创
中国旅游强县为目标，以“一心两线三区”为
重点，整合旅游资源，加大项目建设力度，着
力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构筑旅游产业大发展的
格局，朝着建设全国著名、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强势进发。

“一心”，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核心，规划建设黄河口生态休闲度假区、湿地公
园、汽车野营地、国际观鸟基地等项目，将其打造
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生态旅游区。

“两线”，一是沿黄线，以黄河人家国际
旅游度假区为主，涵盖天宁寺文化旅游区、绿
岛庄园等景区，打造沿黄风情旅游精品线路。二
是沿海线，以建成的20万亩国家级现代渔业示范
区为基础，以区内蓝镇建设为切入点，策划实施
高档温泉度假区、生态景观湖、赶海拾贝和旅游
地产项目，打造滨海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三区”，即三个旅游度假区。
一是黄河人家国际旅游度假区。主要建设

五个板块：“黄河华滩”生态艺术公园、“黄
河方舟”主题乐园、“海尚黄河”文化主题小
镇、“黄河人家”文化旅游村落、“黄河天
街”休闲生活区，打造国家AAAA级景区，构
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其中“黄河华滩”生态
艺术公园位于黄河滩区，占地8000余亩，拟打
造“华彩花海大地景观区、绿意黄河高效生态
农业示范区、湿地丛林碳补偿示范区、艺黄河
国际雕塑公园、黄河伊甸园温室花园”五大核
心功能组团，通过举办大型赏花节、艺术节等
活动，打造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欢乐华滩。

二是蓝湖度假区。聘请国内外知名策划机构
按照造城理念，科学编制总体规划，采取BT、
BOT模式，吸引大集团、大公司来投资开发，以
开发带旅游、以旅游促开发，建设东营市北部生
态新城，创建全国优秀休闲度假区、生态示范城
市，打造休闲之都、服务之都、生态之都。

三是民丰湖休闲娱乐区。坚持“战略节
点、水城亮点、生活源点”的目标定位，规划
建设自然生态区、休闲公园区、游乐区、体育
设施活动区、餐饮服务区和住宅区等六个区
块，积极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为市民
提供一处集观光、休闲、娱乐、健身、餐饮、
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

“相约垦利，等你在黄河口。”围绕“建成高
标准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垦利县正
强力推进“一心两线三区”建设，不断完善旅游要
素，健全旅游节庆常态化机制，强化宣传推介，推
动黄河口生态旅游持续升温，叫响“世界黄河口，
中华新门户”的全新黄河口生态旅游品牌。

胜利油田主产矿区

黄河水城北城区一角鸟瞰

红色圣地——— 山东“小延安”

东营现代渔业示范区10万亩海参池塘鸟瞰

国家AAA级风景区——— 垦利民丰湖

十万亩黄河口大闸蟹示范园

市民活动中心火树银花 黄河华滩 万亩葵园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天堂飞羽

黄黄河河入入海海口口河河海海交交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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