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魏东 李明

本报通讯员 刘福春

东营的美，体现在发展的生机勃

勃上，更体现为发展的格局宏大。近

年来，当地通过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放大了发展格局，强健了城市

“筋骨”，拉开了发展“大框架”。

8月3日15时42分，满载3068头新西

兰优质牛的外籍船舶在东营港缓缓靠

泊，标志着东营港成为山东省第二大

活体牲畜进境口岸。数据显示，1至7

月份，东营港进出口货物315 . 80万吨、

价值90 . 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 . 80%

和89 . 85%。港口影响范围涉及浙江、

上海、辽宁、天津和省内潍坊、淄博

等地，辐射作用进一步扩大。

放眼东营大地，一个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相继建设投用，从立体交通

项目到重大能源项目，从重点场馆项

目到城市配套项目，如同闪耀明珠，

在拉动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方

面释放巨大能量，为东营未来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东营港吞吐能

力达到5000万吨，今年1至7月份货物吞

吐量2888万吨，正在推进10万吨级航道

等项目建设，“十三五”内建成亿吨

大港。东营胜利机场开通了至北京、

上海等12个城市的16条航线，正向区

域性中心空港迈进。

东营的美，体现在抓项目、抓建

设，更体现在抓生态、抓环保。从主

题丰富的街头游园到规模宏大的森林

湿地公园，从风景靓丽的景观大道到

雪莲大剧院、“两馆一宫”等地标建

筑……当下漫步在东营城区，处处景

致优美、整洁有序，东营绿韵之美让

人陶醉。

“东营人不仅活得舒坦，过得也

很舒坦，路宽、树多、水面大、湿地

更是美！”来过东营的人都会发出这

样的感叹。正是凭借着“大空间、大

绿地、大水面、大湿地”“四大”城

市特色，东营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

奖，被确定为首批全国城市设计试点

城市。

色彩缤纷的花木、造型各异的苗

圃、风格迥异的花园……走在东营植

物园，满目是美景，处处是笑语，牡

丹园、月季园、海棠园等十多个特色

园区风景秀丽，市民走在其中、美在

其中、乐在其中。植物园里风景美，

园博园里更是景色秀。既有博、智、

萃、璞4大主题展园，又有灵、艺、

心、生4个趣味展园，100公顷园博园

内有各类展园70余个，让游客应接不

暇、大呼过瘾……该市

还 投 资 4 3

亿 元

建

设

25平方公里的森林湿地公

园，打造中心城核心生

态功能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此外，倚春

园、网明园、怡影园、

沂园等街头游园随处可

见，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绿量大、绿意浓，是东营一大特

色。在广饶县李鹊镇随处一走，一排

排树木在路两边整齐列队，从镇区驱

车驶向乡村，只见环镇林、环村林规

划科学，绿意浓浓动人心，让人陶醉

不已，一个园林小镇跃然眼前……

作为退海之地，东营市土地盐碱

化严重。对此，几代东营人攻坚克

难，传递着绿化家园的接力棒。近年

来，东营市委、市政府实施了3年增绿

计划等一批绿化工程，着力做大绿化

总量，高标准推进绿化建设，绿化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今年以来，该市重

点抓好围城林、围镇林、围村林建

设，新增造林21 . 6万亩，完成年度任务

的131 . 8%。

东营市铁腕治污，取得了明显成

效。深入实施水气土污染整治专项行

动，水污染治理方面，全面推行河长

制，省控重点河流化学需氧量、氨氮

平均浓度持续改善；大气污染治理方

面，1至7月份“蓝繁”天数170天，同

比增加10天。

造宜居城市 建大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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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马金泉

家住东营区新区的黄冬是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9月17日上午，

他骑着自行车参加了当地为迎接“世界骑行日”而举行的青年志愿

者环保骑行活动。

天高云淡，东营区新区气派的楼群、宽阔的马路、漂亮的广场越发

显得景致迷人。

“仅仅十几年时间，这片曾经是大荒洼的地方诞生了这样一座魅力

新城！”黄冬惬意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上，感慨这里的美丽变迁。

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东营区城市建设逐步呈现精致繁华的美丽形

象。今年以来，东营区投入2亿元实施了全长5公里的东青高速生态廊

道工程，并实施了东营河清淤等水体修复、水质养护工程以及北二

路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

位于南二路南侧的休闲乐园——— 华林庄园占地1200亩，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走入园中，摘一个香梨咬一口，满口盈香；采一串葡

萄摘一粒品尝，蜜意袭人。黄冬指指不远处一个漂亮的城堡：“那

里是婚纱摄影基地，即将迎来盛花期的波斯菊就是天然的画布！”

在小松鼠亲子庄园，东营区旅游局局长、东营城南风景旅游度假

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红蕾正在向游客介绍体验项目。“有游客

来，忍不住就想多介绍一些度假区的项目。”他介绍说，“如今，

每天都有大批游客到城南旅游度假区观光游览。美丽东营区正以越

来越美的形象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

昔日“大荒洼”今朝旅游城

□ 本 报 记 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程伟伟

在菜地里采摘新鲜的瓜果，在池塘边享受垂钓的乐趣……近年来，

城郊生态日新月异，休闲农业也不断上马，城里人都想体验一下乡村生

活，城郊兴起了乡村旅游热。
9月17日，在东营盛凯农业公司的休闲垂钓区，众多垂钓爱好者正

在垂钓。

“园区流转了周边1000余亩土地，建设了垂钓园、养殖池塘、冬暖

式蔬菜和食用菌大棚，还规划建设了蔬菜、水果采摘区。发展起一条采

摘垂钓、餐饮娱乐、观光旅游一体的乡村旅游链条。”园区负责人燕子

广介绍。

农业规模化经营后，受自然灾害和市场行情的影响，会增加经营风

险。许多农民大户和农业企业坚持多样化经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广

饶县大码头镇义河村村民刘晨志就是这样。他流转了30多亩土地，成立

了生态农业公司，采取上林下渔模式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建设了生态

房，打了深水井，种植景观树。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竞放春满园。自东营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

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县区和市直各部门单位齐心协力,联合联动,各项工作

全面推进。目前 ,各县区均已制订了创建工作方案，市直各部门单位

“旅游+”意识日趋浓厚，为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出谋划策,形成了共创

共推的工作合力。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期间 ,东营市将按照“一个核心区(旅游度假

区)、三大旅游带(滨海特色旅游带、南二路休闲旅游带、黄河风情旅游

带)、五大旅游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孙子文化旅游区、黄河水城旅游

度假区、天宁寺文化旅游区、海上新城旅游区)、十个特色全域旅游示

范镇、一百个示范点”的发展总体布局，围绕“全景、全业、全时、全

民”的发展思路，打好“生态、文化、休闲、节庆”四张牌，因地制宜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城市，为建设美丽幸福新东营作出新贡献。

生态底色上兴起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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