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不竭动力
——— 东营加快“转调创”推动科学发展纪实

黄蓝交汇叠加，东营风生水起。全市上下
紧紧围绕“两个率先”奋斗目标，彻底摆脱既
有思维束缚和路径依赖，以生态文明为方向，
加快“转调创”步伐，在黄河三角洲奏响了黄
蓝融合发展的恢弘乐章，拉开了生态文明典范
城市建设的新格局。

2012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000 . 7亿元，比
上年增长12 . 1%，增速居全省第三位；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万亿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158 . 7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进出口总值、服务业增加值、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等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三；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0953元、增长13 . 2%，农民人均纯
收入11489元、增长14 . 6%。预计今年一季度，实
现生产总值780亿元，同比增长11%；固定资产
投资290亿元，增长20 . 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1 . 27亿元，增长10 . 6%。

发展生态产业 引领城市转型

生态产业是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基础
支撑。东营坚定不移抓项目带投入、以增量调
整促进结构优化，着力构建高效生态产业体
系，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后劲，为长远发展夯实
根基。

打造富有特色的“北方鱼米之乡”，是东
营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目标。东营着力推行生
态养殖、绿色种植，扶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水平明显提高。
东营被整建制列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黄河
口大闸蟹、海参等特色水产品养殖达到187万
亩，东营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工厂化高档食用菌
生产基地、全国规模最大的海参滩涂养殖区。
目前，泰国正大集团投资30亿元的现代农业科
技生态园已开工建设，大地乳业万头奶牛养
殖、澳亚现代牧场、江西正邦百万头生猪养
殖、海跃海参育苗及工厂化养殖等30个过亿元
项目加快实施。

科瑞集团天然气处理设备、胜利高原超深
井石油钻井装备、科岭增程式电动车项目……
随着一大批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在东
营陆续落地，全市环境友好型工业发展呈现出
良好态势。发展壮大石油装备、汽车及零部件
等先进制造业，其中石油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
780亿元，占全国同行业的三分之一，成为全国
最大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积极培育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占比达到32 . 4%，居全省第5位。同
时，东营改造提升石油化工、橡胶轮胎等传统
优势产业，80%以上的技术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石化产业坚持“上大压小”，实施了东营
联合石化、胜利石化、中海石油东营石化3个
500万吨炼化和渤海湾1500万吨原油上岸终端等
项目，形成了从油头到化尾的循环产业链。

服务业曾经是东营发展的短项，如今已成
为驱动东营发展的重要力量。去年，全市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13 . 1%，增幅居全省首位。正在实
施东营港仓储物流、中国石油装备产业基地国
际交流中心等总投资498亿元的24个服务业重点
项目。突出发展文化旅游业，加快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鸟类救护科普中
心基本完工；龙悦湖旅游度假区总投资100亿
元，打造国际湖岛生态旅游胜地，一期工程已
建成开放；孙子文化旅游区主题公园今年上半
年建成开园。去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人数和
旅游收入分别增长21 . 1%和24 . 3%。加快发展金
融业，银行保险机构达到56家，设立了石油装
备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和黄河三角洲产权交易中
心。去年新增贷款量占黄三角地区的45 . 2%，连
续三年居全省第1位。

构筑特色板块 牵引区域发展

市属经济和县域经济，是东营区域发展的
两大主体，也是加快“转调创”进程的重要载
体。如今在东营，市属经济和县域经济协调发
展、竞相发展，各具特色的经济板块悄然崛
起，有力拉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均衡发展。

市属经济重点培育三个增长极。中心城
区，优化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实施山东高速
绿城文化公园、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广场、国
际商务港等总投资455 . 76亿元的76个重点服务业
项目，建设一批城市综合体，积极构筑起现代
服务业聚集区发展的平台。东营经济技术开发
区，打造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能源等
高端产业集群，建设全省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

聚集区。在去年产值突破千亿元的基础上，今
年实施了绰丰动力发动机、合力车轮、科隆动
力锂电池、力达新医药港等重点项目126个，完
成投资400多亿元，力争再用两年时间进入全国
开发区20强。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大力发展临
港经济，投资930亿元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中海油500万吨炼化、胜利石化总厂
550万吨石化等项目，打造现代生态化工基地和
国际物流港。

县域经济，采取简政放权、促强扶弱、建
设试点强镇等措施，推进各县区协调发展跨越
发展。2012年，5个县区经济增幅都在16 . 9%以
上。广饶县在全国百强县中由第68位上升为第
57位。今年所有县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都将超
过10亿元。

坚持创新发展 抢占竞争先机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东营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完善
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两年来，东营共实施高新技术项目346个。
2012年全市研发经费内部支出65亿元，比2010年
增长58 . 5%。东营高新区规划建设了电子信息产
业园、软件园等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所占
比重达到49 . 2%；东营农业高新区被列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

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石油大学
科技园等创新平台建设深入推进，山东大学东
营研究院挂牌运行，国家采油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通过科技部论证，新建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院士工作站10家，与5所大学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全市创新孵化面积达到52万平方
米，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8家，建成50家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重点实验室和10家院士工
作站。该市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获准创建首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实
施“聚才引智”工程，开展“名校英才进东
营”、“百名博士进东营”行动，已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76名，3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建立海外人才工作站7处。

同时，东营坚定不移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在全省率先启动未利用地开发管理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了总规模34万亩的8个未利用地
开发项目，已完成开发面积3万亩，现代畜牧
业示范区6万亩土地整理工程即将完工。农村
综合改革扎实推进，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有序开展，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进展顺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去年取消、下放
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70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
费12项。

坚持生态优先 构筑生态系统

东营把生态作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坚持
环境立市、生态优先的理念，突出“大水面、
大绿地、大湿地、大空间”，加快构筑独具特
色的生态系统，充分展示自然之美、绿色之
美、生态之美。

东营土壤盐碱含量高，造林绿化难度大，
缺树少绿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从根本上改善东
营的生态环境，实施了生态林场建设工程，规
划建设总面积80万亩的30处生态林场，将森林
覆盖率提高6个百分点以上。先期实施造林35万
亩的11处生态林场建设试点，已完成造林21万
亩。正在建设沿黄200平方公里生态林带，规划

建设175平方公里沿海生态林带，打造沿黄、沿
海生态屏障。

构筑水网水系。投资34亿元实施金湖银河
生态工程，开挖31 . 4公里的两条生态河道，引
黄河水自流入城，实现了大河大湖大海贯通。
实施东城水系内循环工程，正在建设3500公顷
的东湖、西湖、中央湖和东八路湿地，贯通27
平方公里城市水系。

加快湿地修复。投资22亿元实施了百万亩
湿地修复工程，已修复湿地35万亩，再建设一
批城市湿地公园，打造“东方湿地之城”。

抓好城市绿化。实施拆墙透绿、见空插
绿，建设森林公园、城市公园、街心公园45
处，两年新增城市绿地529万平方米，绿化覆盖
率达到41 . 2%。东营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正在
建设广利河15 . 6公里沿河绿道和200公顷滨河绿
带，今年上半年完工。

生态新城开工建设。实施总投资181亿元的
57个重点城建项目，加快公共设施建设，城市
规划展览馆、黄河文化博物馆基本完工，大剧
院、科技馆、图书馆、青少年宫、奥体中心完
成年度计划。

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初步构筑起东营
森林环抱、水系环绕、湿地相间、绿茵棋布、
鱼鸟共生的生态系统，彰显出生态之城的独特
魅力。

共享发展成果 建设和谐家园

新型城镇化是推进“两个率先”的强大引
擎。东营按照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定位，完
成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规划到2020
年，中心城形成“一城五组团”空间布局。以4
个国家级发展改革试点镇、4个省级示范镇为龙

头，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快旧村、空心村和滩
区村改造。目前，全市城镇化率为62 . 08%，居
全省第4位。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
居第16位，居全省第1位。同时，积极推进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两年建设新型农村社区159个，
改造城中村19个，建设改造农村住房3 . 8万户。
正在实施黄河南展区拆迁改造，规划建设8个新
型农村社区，涉及66个展区村、12313户居民，
三年内完成改造建设任务。

东营认真落实各项惠民利民政策，坚持每
年办一批利民实事，大幅增加民生投入，让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去年，市级财政民
生支出比重达到42 . 26%，提高2 . 54个百分点。

加大教育投入，实施了中小学办学条件标
准化、中小学校舍安全、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
化、中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东营职业学院
“三中心”、市技师学院二期等工程项目。大
力发展卫生事业，市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中心、
市立儿童医院开工建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综合楼主体完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全面推开，10家公立医院
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制定实施创业富民若干
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兴家业。广泛开展新
型农民学校创建，整合教育资源对农民群众开
展培训，提高创业就业能力。去年，全市新增
城镇就业4 . 9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 . 1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1 . 86%。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由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120元以上；在全省
率先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460元以上，农村低保、五保供养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3000元、5500元；企业最低
工资标准提高到每月1380元。当前，全市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均居全
省第1位，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分别居
全省第2位、第3位。

推进节能降耗 护佑最美生态

节能降耗，是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压力的一
剂良药，是加快转调创进程的关键举措。东营
坚持把节能降耗作为加快转调创、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抓手，以最严厉的举措，
护佑着东营生态，建设着生态东营。

实施严格的目标责任管理，落实能耗总量
控制、能源交易和季度预考核三项机制和节能
工作约谈制度，加强能耗监测分析和预测预
警，提升产业节能低碳发展能力。实施企业污
染治理工程610个，新建改造西城南等污水处理
厂20座、垃圾处理场1座，中心城工业企业搬迁
改造扎实推进。强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推进
省级低碳生态示范城市建设，加强行业准入和
源头控制，加大重点领域、行业和企业监管力
度，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万元
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
放量等约束性指标全面完成省下达任务。东营
在年综合能耗5000吨标准煤以上企业中全面推
行合同能源管理，企业节能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50家企业列入国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
动”名单。

发展循环经济，是节能降耗的根本和关
键。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已有大唐、国华、
华能、华润、远景能源等集团公司在东营开发
建设风电场，有20个陆地风电项目获得核准，
装机约100万千瓦，现已建成并网发电装机约65
万千瓦，在建35万千瓦。加快培育循环经济型
园区，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列入全省唯一的
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东营胜利经济
开发区和万达集团等5家企业园区分别被认定
为“省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和“省节能环保示
范企业”。目前，东营重点培育了30家循环经
济型企业、30个循环经济项目，并逐步发展成
为行业龙头企业，其中华泰集团、万达集团、
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被列为省循环经济示范
企业。

东营积极创建全省首个低碳生态示范城
市，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实施了总面积
240万平方米的30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
目；加快建筑生态化改造，对10万平方米以上
的新建住宅小区和2万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
程，全部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和建设；扎实
开展交通节能，去年投资6350万元新上节能环
保型公交车110辆，全市节能环保型公交车占到
半数以上。

东营正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深入实
施黄蓝国家战略，进一步加大“转调创”力
度，向着“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

构，不断增创发展的新优势。”作为

全省唯一全部纳入黄蓝国家战略的

市，东营在推动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

过程中，努力将“转调创”理念渗透

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深处，自觉贯

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按

照黄蓝国家规划和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要求，东营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发

展道路，努力建设经济繁荣发达、城

市秀美宜居、社会文明和谐、人民富

裕幸福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党的十

八大召开后，东营确立了率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率先建成生态文明典范

城市“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掀开

了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新篇章。

□蔡文龙

全国最大的单片海参养殖基地 全国最大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生态林场

湿地风光

魅力
生态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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