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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全国旅游城市避暑指数，

烟台排名第一———

“避暑经济”火爆的背后

政 经

区 域

▲8月9日，前来度假的游客将长岛月亮湾
景区的沙滩挤得满满当当。

□孙春明 隋翔宇 报道

民间艺术的魅力

在于原汁原味

——— 首届中国（海阳）沙滩秧歌节举办

一一 周周 时时 政政

□ 本 报 记 者 隋翔宇 张子扬
本报通讯员 高 林

对胶东文化的一种肯定
根据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需满足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等5大条件。

“在历史上，由于烟台长期作为胶东文化的
核心区域，因此在这些申报条件中具有一定优
势。”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爱
强说。

据了解，烟台既是明清时期的海防重镇，又
是中国近代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也是
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据统计，烟
台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近5000处。今年5月份，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后，烟台市
的国保单位数量由原来的10处增至17处，其中包
括蓬莱水城及蓬莱阁、蓬莱戚继光祠堂及戚继光
墓等。烟台市的芝罘区老城区仍然较好地保留着

“一城、一轴、一线”的总体格局和传统街巷风貌。
对此，国务院在对《关于申请将烟台市列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批复中认为：“烟台
市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
众多，街区特色鲜明，城区传统格局和风貌保存
完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烟台作为胶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城市，此次
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实质上也
是对胶东文化的一种肯定。”陈爱强评价说。

名城称号来之不易
从正式申报到获得称号，烟台市的工作可谓

进展神速。
据了解，2012年5月14日，烟台正式启动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长任
组长的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烟台市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方案》。经过半年准备，
2013年初，烟台顺利通过由住建部、国家文物局
专家组成的评估组的评估。今年7月28日，国务院
正式批复同意。

从前期准备到正式申报，烟台市走过的是一
段扎实而漫长的道路。

1982年，国家为了保护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和保护，确定将保存文
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
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1986年、1994年共公布了三批99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受此推动，支持烟台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呼声一直不断。“烟台拥有许多骄人的名片，联
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投资环境金牌
城市、最佳魅力城市……星光熠熠的背后，唯独
还缺少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张能够足以代表我市
内涵与底蕴的名片！”2008年10月，时任烟台市政
协委员、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院长的俞祖华
认为。

为此，早在2007年的烟台市政协十届五次全
委会上，俞祖华就提出了编写《烟台通史》的建
议。“烟台市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具备了争
取这一称号的实力、潜力和基础条件，应组织驻
烟高校专家学者对‘胶东文化’尤其是烟台地域
文化的沿革、发展、内涵进行研究，为申报历史文
化名城奠定基础。”他认为。

不仅如此，近年来，烟台市出台了《整体城市
设计》、《海岸带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等一系
列专项规划，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城市整体格
局和自然景观风貌等提出保护和控制要求；同时
聘请专家学者对烟台中心街区、烟台山景区总体
规划、张裕公司旧址复原改造等重要项目编制规
划及建筑设计方案，确保以科学合理的规划指导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整治，收到了良好效果。

还需合理保护与开发
进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行列，带来的既是荣

誉，更是责任。
此次，国务院在批复的同时要求山东省及烟

台市，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
要求，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关
系，编制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
城市总体规划，划定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制定
严格的保护措施，不得进行任何与名城环境和风
貌不相协调的建设活动。

“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也考验着
地方执政者的大智慧。”陈爱强认为。

其实，距离烟台市不远，就有一个现实的例
子。烟台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县级市蓬莱，早在
2011年5月份就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此后两年，蓬莱在保护和合理开发方面处理
得可圈可点。

根据该市住建局提供的信息，蓬莱在城市规
划上，推行“蓝线、紫线、黄线、绿线”四线保护，其
中离海岸线800米区域内划定蓝线，确定为生态
控制区，不搞商业开发，着力进行生态绿化；蓝线
外围是紫线，划定为旅游度假区，重点发展旅游
文化产业，非三产项目不得入内。

蓬莱对规划保护区实行严格控制，禁止工
业、房地产等新建项目进入，对区内历史遗留的
工业项目及住宅区逐步搬迁，腾出空间恢复历史
文化古迹。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蓬莱
积极开发旅游产业。目前，随着古城传统格局的
进一步完善，蓬莱市景点旅游面积也扩展到30多
平方公里，2012年全市接待游客达到525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亿元，分别增长12 . 9%和
13 . 6%。

□ 本 报 记 者 隋翔宇
见 习 记 者 郑书伟 曲旭光
本报通讯员 莫 言

服务业闪亮市长质量奖
“工业强，服务业弱。”这是外界长期以来对

烟台经济的印象。但这一局面目前已开始改观。
8月6日上午，烟台市召开质量强市工作座谈

会，并公布了2012年烟台市市长质量奖获奖企业
和个人名单。其中，在获奖的7家企业中，蓬莱八
仙过海旅游有限公司颇引人关注。

“烟台自2010年设立市长质量奖以来，获奖
单位大都是东方电子、烟台冰轮等工业企业，而
八仙过海公司作为旅游业界的代表能够获得这
一奖项，也证明了烟台市多年来质量提升工作的
效果。”烟台市质监局质量科科长李福玉说。

蓬莱八仙过海旅游有限公司集旅游开发、观
光、服务于一体，成功开发了国家5A级景区———
蓬莱三仙山·八仙过海景区，国家4A级景区———
蓬莱海洋极地世界和泉城海洋极地世界，投资20
亿元重金打造的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也开业在
即，公司现有员工1600多人，固定资产总值30余
亿元，年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在烟台旅游业界
颇有地位。

对此，公司董事长李海峰认为，企业的发展
壮大与对自身服务质量的重视关系密切：“质量

是发展旅游业的‘生命线’。”
在烟台市去年提出的质量强市战略中，服务

业质量的提升也被明确为重点工程。“文件要求
积极引导重点服务行业实施GB/T19004标准，提
高服务业竞争力。重点解决服务企业规范化水平
不高、品牌意识不强以及质量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李福玉介绍说。

由“兴”到“强”有实力基础
近年来，烟台市的质量提升工作也走在全省

前列。2009年，山东省设立省长质量奖，截至目
前，烟台市已获四次大奖。其中，在今年年初，中
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荣获省长质量奖，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丛林集团有限公司
分获提名，两类的比例都占总量的五分之一。

为推动更多企业参与质量提升工程，烟台市
于2010年设立市长质量奖，要求申报组织近3年
来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水平、自主创新能力、管
理水平在国内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对全市经济
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建立了有效运行的质量管

理体系，形成了自我完善的持续改进机制，在节
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烟台市质监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市长质量
奖的引领带动下，全市累计争创山东名牌产品
177个，山东省服务名牌70个，烟台制造的区域品
牌形象得到较大的提升。“这些都是烟台从质量
兴市到质量强市转变的基础条件。”李福玉说。

由“兴”到“强”在层次上的提升，从具体目标
上看更为直观。烟台市在质量强市的实施意见中
提出，到2015年，将创建全国知名品牌建设示范
区1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0个、中国驰名商
标60件、山东省优质产品生产基地6处、山东名牌
产品200个、山东省著名商标400件，形成一批品
牌带动力的产业集群。“这就意味着烟台市质量
提升不只是若干大企业的工作，众多中小企业也
将被纳入整个工程中。”李福玉认为。

质量强市还需做标准
在此次市长质量奖评选过程中，烟台港集团

公司总裁纪少波获得质量贡献奖。

据纪少波介绍，近年来烟台港集团通过质量
提升收到明显效果。集团先后创建了“精装化
肥”、“中非杂货班轮”、“大包水泥效率”、“情满车
船”等8个山东省服务名牌和“烟港牌抓斗”1个山
东省名牌产品。烟台港化肥出口量、对非口岸贸
易量、铝矾土进口量、石油焦和朝鲜煤炭进口等5
项指标，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沿海港口首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港集团目前已可参与
到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2008年烟台港集团起
草完成《客滚运输服务规范》，作为山东省地方标
准正式发布实施；2009年，又完成了《山东省港口
客运站四化管理标准》制定工作。

目前，经过多年的质量兴市战略实施之后，
烟台成绩突出，已成为质量大市，但仍难称质量
强市。在8月6日的质量强市工作座谈会上，烟台
市委常委、副市长蔡国华也表示，烟台质量工作
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和
国家标准的企业还不多就是其中之一。

对此，烟台质量强市实施意见中提出，要引
导企业完善自主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和标准
化管理，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标准化，鼓励更多的自主专利技术上升为行业标
准、国家标准。

“到‘十二五’末，全市的目标是，累计参与制
(修)订国际标准1项，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50
项，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10家，开展国家、省
级农业和服务业标准化示范试点5家，标准馆藏
达到2万件。”李福玉说。

□记者 吴洪斌 郑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5日至8日，烟台市委书记

张江汀率领烟台市党政考察团赴莱芜市、泰安
市、临沂市、日照市，就红色文化、生态旅游、特
色经济等方面工作进行考察学习。考察结束返
回烟台途中，张江汀在莱阳主持召开总结会。

张江汀指出，当今区域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是文化，文化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最为持久的竞争力。烟台是胶东文化发祥和发
展的主体，特别是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起源
早，对革命的贡献大；这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多，工作和战斗过的重要历史人物多，既是先烈
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发展红色
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各级要充分挖掘红色文
化的价值功能，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
势、经济优势，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软实力”作
用。

□张子扬 高天颖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5日，烟台市委副书记孟

凡利在部分企业调研时指出，要大力发展市场
主体，培强做大企业群体，推动实体经济更好
更快发展。

孟凡利强调，要坚持以质量为根本，以市
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大力实施科技创新
战略，进一步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推
动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实
现由以生产为主向以加工制造为基础的综合服
务供应商转变；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加快自
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为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子扬 杜晓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6日上午，烟台市委副书

记孟凡利在部分外资企业调研时要求，要进一
步强化服务意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推企
业升级发展，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

孟凡利指出，烟台是沿海开放城市，对外
开放是全市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要坚定不
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改进行政管理，提高办事效率，解决实际问
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创造更好的发展环
境，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烟台投资兴业，进
一步提升全市开放型经济水平；广大企业要坚
持创新发展，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应对
新挑战、开创新局面；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国际
影响力和客户资源，聚集带动一批上下游关联
企业、业务合作伙伴，延长产业链条。

弘扬胶东红色文化

打造竞争“软实力”

培强做大企业群体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增创对外开放

新优势

烟台荣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胶东文化“龙头”悄然昂起

从“兴”到“强”意味着什么
——— 从质量战略转变看烟台经济结构调整

7月2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烟台市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而就在
2012年年底的全市文化工作会议上，烟台正式提出打造胶东文化龙头城市的
目标。随着此次荣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打造胶东文化龙头城市，烟台
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在实施了多年的“质量兴市”战略之后，烟台于2012年正式出台文件，将“质

量兴市”提升为“质量强市”战略。这一转变虽然有国家和山东省相关政策的大

背景，但在其转变的背后，更是烟台经济结构的调整。

◆核心提示

□高天颖 于晓雷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林业局获悉，自

2010年至今，3年间烟台新增造林73万亩，有
林地面积达865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3 . 5个百
分点，达到42 . 5%。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4%以
上，稳居全省前列。于今年4月，全国绿化委
员会授予烟台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荣誉称

号。
3年来，烟台新建市级自然保护区1处，新

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4处，市级以上自然保护
区总数达到19处，总面积228 . 3万亩，占烟台
国土总面积的11 . 1%，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
均居山东省第一位，有效改善和极大提高了承
载科学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承载功能。国家级、

省级和市级森林公园分别达到7处、4处和10
处，总面积56万亩；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分
别达到2处和5处，总面积69 . 3万亩。2012年，
全市林业产值达到645亿元，居全省第二位，
林业产业在为生态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的同时，
也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烟台获“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殊荣
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均居全省首位

□马学利 任梦雪
隋翔宇 报道

受连日来持续高温、闷热
天气影响，烟台电网负荷持续
攀升。8月6日，全市电网最高负
荷达到586 . 7万千瓦，电网日供
电量达到1 . 19亿千瓦时，再次
双双创历史新高。

为确保电网安全迎峰度
夏，国家电网烟台供电公司通
过调节运行方式、严密管控负
荷管理系统，加强对用电大户
的负荷监控，严格控制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用电，有序引
导企业错峰、避峰用电，确保
电力供应。

电网负荷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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