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黄河口滨海旅游小镇规划面积10平方公

里，于2017年1月6日成功入围全省首批60

个特色小镇名单。

区位优越，是东营市唯一的滨海

小镇。小镇北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毗邻，东临渤海莱州

湾，南接东营市中心城区，西靠

东营胜利机场，东八路及规划建

设的环渤海高等级公路从区内穿

过，交通便利，区位优越。黄河

口滨海旅游小镇是东营市唯一一

个建在海边、能看到海的镇，环

抱齐鲁最美海岸线，是黄河三角

洲 乃 至 渤 海 湾 畔 的 一 颗 “ 明

珠”。

资源丰富，是滨海旅游资源开

发的重要支点。小镇东侧有延绵几十

公里的原生态海岸线和大面积滨海滩

涂生态湿地，国家正在推进实施以滨海湿

地修复为主要内容的“蓝色海湾”项目；区内

已建成20余万亩标准化海水循环养殖区和近10

万亩生态盐池，景观壮美独特；地下温泉资源

丰富，富含人体所需锶、溴等多种微量元素；

滨海贝类和浅海虾、蟹、鱼类资源富集，是国

家级贝类资源保护区和渤海重要的渔业牧场，

等等。规划发展以滨海湿地观光摄影、温泉养

生体验、休闲渔业、海鲜美食、盐田观光为主

要内容的滨海旅游。

要素集聚，是黄河三角洲重要的渔港小

镇。区内现有红光、小岛河两个渔港，有红光

新村、老十五村、渔村等3个以渔业生产为主

的渔民专业村，常年停靠渔船450余艘，多年

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渔业文化。市委、市政府

已确定按照不低于国家一级中心渔港的标准，

在渔业示范区建设红光新渔港，这对于海洋渔

业资源集聚、发展休闲渔业以及近海旅游观

光，建设具有黄河口风情的渔港小镇必将起到

巨大促进作用。

功能互补，是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的最佳协

同发展区。“黄河口”是东营最大、最响亮的

名片，滨海旅游特色小镇正处于对接黄河口生

态旅游区的最佳位置，也是从空中、从海上游

览黄河入海口的首选出发地。

产城一体，是创建垦利(黄河口)省级农高

区的核心区。省级农高区创建工作已全面启

动，作为农高区规划建设的“核心区”，小镇

将承载农高区的综合服务、科技研发、人才集

聚、农产品交易及加工等功能，实现产城一

体、功能配套。同时，农高区的创建也必将为

特色小镇建设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初具框架，具备特色小镇建设的基础条

件。镇区有10平方公里的规划建设区，且全部

是国有未利用地，道路框架已初步形成，水电

气信已基本配套。目前，小镇建成区达到2平

方公里，已建成渔业研发技术中心、幼儿园与

小学一体的规范化学校；开发低层住宅小区16

万平方米，建成近千亩的2个海水景观湖，新

汇东海岸温泉大酒店已投入运营，获批

“3A”级景区。

彰显“滨海湿地”特色。充分发挥30余

公里原生态海岸线资源优势，高起点规划建

设“红滩湿地”景区，配套红滩湿地、观海

长廊、游船码头、赶海拾贝、星空公园、汽

车营地等项目，建设滨海红滩湿地观光体验

旅游景区，争创“国家级滨海湿地公园”。

加快“万亩盐田”旅游资源开发，探索盐田

观光体验、盐养生保健、盐业科普、死海漂

浮等“盐业+旅游”的发展思路。规划实施

“万亩海参”旅游景区，建设海参博物馆，

打造集养殖观光、捕捞体验、海参加工、海

参美食于一体的特色渔业旅游观光区。引进

国际性、国家级的学术会议、论坛等，提高

知名度。同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打造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陆海滩一体发展样板区。

彰显“海洋科技”特色。围绕农高区建

设，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产业，引进海洋科技研

发中心、海洋生物技术中心、蓝色人才创新创

业中心，建设海洋科技硅谷。规划建设海洋科

普馆、海洋生物馆、湿地博物馆等一系列科技

展馆，发展集科普教育、科技旅游为一体的新

产业。

彰显“温泉健康”特色。加快“锶溴

型”地热温泉开发，通过房地产与温泉业结

合、打造特色生态温泉旅游线路等，大力发

展温泉度假项目。积极引进健康养生、养

老、康复、中医药研究中心等项目，培育高

端医疗服务、健康养生等产业，引入婚纱摄

影、婚礼策划、婚庆服务、蜜月度假等项

目，形成婚庆文化品牌，建设独具特色的温

泉健康小镇。

彰显“体育运动”特色。做好海水文章，

规划建设大型海水景观湖及海洋乐园，配套水

上运动休闲、游艇码头等设施，建设户外拓展

基地和垂钓基地，发展帆船、赛艇等水上运动

和户外拓展训练等项目，打造有较强吸引力的

体育休闲运动基地。建设低空飞行基地和游艇

游船基地，形成空中、海上游览入海口的集散

地。

彰显“休闲渔业”特色。拓展渔业休闲产

业，结合养殖基地、海洋牧场以及中心渔港建

设，发展生产、观光、垂钓、餐饮等为一体的

休闲渔业，打造“好客渔家乐”品牌。突出

“渔文化”特色，组织举办好“赶海拾贝节”

等活动，抓好“祭海仪式”等传统特色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打造渔港风情小镇。

黄河口滨海旅游小镇依托雄厚的渔业产

业基础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开发建设重点以

海洋产业为基础，以休闲旅游为支撑，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突出“红滩湿地、海韵蓝

镇”的形象定位，立足海洋文化、黄河文化

和渔文化，重点发展海洋科技、滨海湿地旅

游、温泉健康、体育运动和休闲渔业五大特

色，“十三五”期间计划完成总投资不低于
3 0亿元，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海洋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滨海旅游资源

开发的“先行示范区”、辐射黄三角乃至京

津冀的“美丽海岸、休闲港湾"，成为推动

区域发展的“蓝色引擎”。

□杨孟飞

在东营市垦利区316省道旁有一个这样

的村落，村外有石牌坊，村口有古庙群，

村里街道干净整齐，村里的房屋青砖灰

瓦，逢年过节游客不断，到了夜晚也是灯

火辉煌，热热闹闹。这就是多次荣获美丽

乡村殊荣的胜坨镇东王村。

东王村紧跟美丽乡村建设步伐，从硬

件设施和软文化上齐下手，全方面进行美

丽乡村建设，不仅让东王村的美丽乡村建

设有“表”文化，更让东王村的美丽建设

有“里”文化。

抓硬件，做好“表”文化

东王村大力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项

目，在“五化”工程建设方面，各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东王村先后投

资130余万元对街道两侧景观进行美化，投

资30万元对部分道路进行硬化；投资38万

元建设村口石门牌坊；投资7万元在道路两

侧安装路灯69盏；投资10万元建设全村监

控设施，共计安装摄像头29个，覆盖全村

的各个角落。同时对村内主要街道铺装花

砖，总计3600余米，新砌院墙1500余米，

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完善，实现了环卫托管

全覆盖，大街小巷无垃圾，条条街道都绿

化。今年来，东王村进一步提升村里绿

化、美化水平，全面提升了村容村貌，为

全村群众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面

貌。

基础设施完善了，环境好了，就要有

好的集体项目。东王村借助王王庄庙和村

口的庙宇群，积极开发旅游业，成立了东

王村旅游开发集体企业，为美丽乡村建设

奠定基础。今年，东王村成立了东王村文

化旅游开发公司，将东王村庙宇群、传统

民俗进行捆绑营销，结合上级政策，大力

发展东王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旅游业。深入

挖掘东王村具有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经

济价值的旅游资源，对王王庄庙等历史古

迹进行保护性开发，建成体现地域特色的

乡村旅游示范村，发展了村民经济，也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为整个东王村发展提供

坚定的物质基础。

东王村发展得好，村里的老人也是主

角。为丰富老年人生活，东王村不断完善

老年活动室。在村委院内开设了老年活动

室，其中棋牌室2间、宿舍3间、餐厅2间、

书画室2间，并配有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械。

老年活动室配备了管理人员4名、医务人员

3名、工作人员1名，每人分工明确。活动

室每天都设定开放时间，村内老年人自带

钥匙，方便自由活动。

抓软件，做好“里”文化

东王村在做好物质文化建设的同时不

断推进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

建设，奏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华

章，使东王村人民群众逐步走上小康富裕

的道路。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积极开展移

风易俗工作，全力普及文明风尚。据悉，

东王村先后建立起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

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并设立红

白理事会章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歪

风邪气的现象明显改善。据了解，办理一

起丧事前后花费仅仅需要2000元左右。同

时深入推进“四德工程”，投资20余万元

建立起了善行义举四德一条街，村民累计

上榜率达到57%，实现了全覆盖。

为了更好地倡导敬老风尚，村庄内

主要街道刷涂敬老标语、敬老故事、二

十四孝等，形成孝文化一条街，并设有

四德工程宣传栏，将孝德教育作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积极开展志愿者

服务活动，激发志愿者服务群众、奉献

社会的自觉意识，引导他们在方方面面

以实际行动发挥作用，让志愿者在村委

的组织下，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

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东王村关注老年

人所想所盼，针对老年人生活中急需解

决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服务活动。并

根据服务项目的特点，把集中活动与分

散开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延伸到生活

的各个方面。今年村“两委”出资3万元

为老年人购买大型洗衣机，每周义务为

老年人清洗衣物等，为老年人特别是留

守老年人解决了洗衣难的问题。东王村

的敬老服务讲究工作实效，规范有序，

不搞形式主义，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物质条件的完善，精神需求的不断满

足，让东王村在文化惠民方面也不断改善。

以全区开展的“村村唱戏村村舞”活动及公

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工程为契机，东王村大力

开展文化提升活动，农村文化活动有序开

展。同时，投资7万元建设了乡村

剧场，自建成以来每晚都会有村

民到广场上跳舞排练，东王

村的乡村剧场现已

成为推动基层文化

事业发展的有效载

体，活跃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新阵地。

美丽乡村建设 要有“表”也有“里”
——— 东营市垦利区东王村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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