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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潘志远

乡村旅游成为

富民增收“新引擎”
6月15日，位于利津县李津街道綦家夹河

村的利津县巾帼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采摘大棚
里迎来了来自淄博的近百人旅行团。游客们在
体验者采摘乐趣的同时，对大棚内的各色水果
也是赞不绝口。

“目前，18个采摘大棚种植了葡萄、西红
柿、甜瓜等近30个水果品种，实现了一年四季
有果摘。”合作社负责人高新营说，从合作社
成立之初她就将基地定位在了休闲采摘，不追
求产量，更在乎口感。

以小西红柿为例，高新营的6个西红柿大
棚内种植了4个品种，都是她从全国各地引进
的。“像这个铁皮柿子，就是有一次去东北考
察时引进的。”高新营说，铁皮柿子含糖量
高，口感好，自打引进以来受到了游客的追
捧。为了保证口感，原来可达16000斤产量的大
棚，高新营严格控制在12000斤左右，到期就拔
苗重种。“后期的果子口感会有所下降，口感
不好的产品宁愿扔了也不贱卖。”高新营说。

为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高新营还引进了
低糖高钙西红柿品种以满足高血糖人群采摘，
下一步准备上马牛奶草莓、火龙果等新品种。
目前，合作社吸引了周边县区及滨州、潍坊、
淄博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农场客流量大大增
加，知名度随之提高，收入也比单纯搞大棚种
植高出不少。

比起单纯的面向批发市场，休闲采摘游更
能鼓腰包。高新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西红
柿为例，最贵的时候每斤采摘价格可达20多元
每斤，而当时市场价是4元左右，每斤多卖15
元，一个大棚就能多卖15万元。“下一步我准
备新上2个高标准玻璃大棚，集采摘、科普、
研学等功能于一体，虽然投资大，但我有信
心。”谈起未来规划高新营信心十足。

高新营的自信，来自东营市旅游部门有序

推进规划统领的乡村旅游富民工作。为整合区
域内优质旅游资源，东营市对５个及以上旅游
特色村实施一体规划、连片开发，布局休闲垂
钓、开心农场、家庭农场、生态农业庄园、精
品采摘园等乡村旅游业态，重点实施孙武湖
“一湖两岸”、史口镇乡村风情壹号路、胜坨
镇、王庄森林公园、永安镇、新户镇绿野仙踪
６大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实现区域内景区景点
无缝对接，辐射带动当地及周边群众致富。

东营市还注重整合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乡
村民宿（农家乐、渔家乐）、采摘园、旅游示
范点、休闲垂钓等乡村旅游业态，重点开发西
大张村、南贾家村、綦家夹河村等８个乡村旅
游特色村，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时，依托种
植、养殖等优势资源，拓展观光采摘、休闲体
验、科普教育、文化创意等功能，建设特色突
出、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的乡村旅游园区。

旅游+文化，

培育旅游新业态
天下黄河·东津渡教育康养度假区是东营

市“旅游富民”的重点项目之一。“这是一幅
利津古八景的复原图。相传那个时候东津渡口
停泊数百条船只，岸上店铺栉比，商旅汇集，
车马竞渡。”6月14日，在位于利津街道天下
黄河·东津渡教育康养度假区内，该项目建设
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如兵介绍，该项目以度假区
为依托，充分挖掘历史，讲利津故事，传承黄
河文化。

该度假区以湿地建设和特色农业发展为基
础，以康养、幼教、文创为特色，集聚黄河文
化体验、黄河水乡湿地休旅、温泉度假、幼儿
教育、医养双康、乡村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打
造生态与文化共融、乡村与城市共溶、景区与
效益共荣的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目前已

经落地建设的项目基地有3个，分别是元泰印
象、绿竹韵、旅居康养社区，正在重点招商建
设的是儿童教育培训区、温泉旅游度假区。
“近期中青旅、鲁商集团、红领集团、天沐集
团先后来到度假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论证，表
达了积极的投资意向。”李如兵说。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可以走向远
方，旅游也会更有诗意。利津县发展文化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利津依河而建，因河而兴，
长期的河泽水润造就了特有的生态景观与文化
景观，凤凰城、铁门关、东津渡、古城八景、
千年商邑丰国镇成为浓缩利津文化的符号和载
体。自然景观奇特，黄河利津段是黄河下游有
名的‘窄胡同’，蜿蜒曲折，风光秀美。”谈
起利津县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利津县文化和旅
游局党组副书记李重伦自豪地说。

以文化创意为引领，通过品牌建设、跨界
整合、载体平台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东
营市重点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一提升两培
育”、红色刘集旅游区、孙子文化旅游区、水
城科幻梦想谷、景明水语小镇科教基地５个项
目，开创东营文化休闲旅游的新蓝海，让文化
更生动，让旅游更有味，让群众更富裕。

在塑造“黄河入海城市、湿地城市、旅游
城市、开放城市”的新时代城市形象的同时东
营市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石油文化、黄河文
化、吕剧文化等资源，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形
成文旅融合发展新优势。全市规划实施黄河口
文旅小镇、黄河文化馆提升、黄河科技馆布
展、石油科技馆和耿井休闲体育公园建设等项
目，培育旅游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经济增长新
动能。

建设国内首个

大河文明国际旅游地

世界上只有一条黄河，黄河只有一个入海
口，“黄河入海”理所应当成为了东营市的核
心旅游资源。近年来，东营市委、市政府紧抓
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契机，高标准制订“旅游富民”三年行动计
划，以全域打造、全业整合、全要素提升为总
体要求，突出载体建设、跨界融合、服务提
升，强化产业支撑，快速推动全市旅游业实现
新旧动能转换，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
地。

围绕黄河入海这一核心旅游资源，东营
市擦亮“黄河入海”品牌，充分利用东营河
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类三大世界级旅
游资源，实现资源到产品、产品到品牌的转
换升级，实施“十大计划”，释放核心吸引
物磁极效应，建设中国首个大河文明国际旅
游地。

全市重点实施“黄河入海”河上游线提
升、“黄河入海”海上游线提升、“黄河入
海”空中游线建设、“河海交汇”虚拟实景观
光产品提升、“黄河入海”地标景观建设５个
项目，全方位打造“河海交汇”景观旅游产
品，满足游客从河上、海上、空中看河海交汇
需求。

围绕“新生湿地”和“野生鸟类”两大景
观旅游产品打造，东营市重点实施雁湖湿地水
上乐园、雁湖户外休闲汽车营地、红毯柽柳观
光体验园、月湖生态部落、黄河印记体验营５
个项目，以及黄河三角洲鸟类博物馆改造提
升、“黄河入海”观鸟园、“黄河入海”摄影
写生基地、“黄河入海”研学旅行基地、远望
楼鸟类观光５个项目。同时，全面做好“黄河
入海”湿地保育，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率和
改善率，把东营打造成一座有文化有特色的湿
地城市。

此外，东营市还将对照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创５Ａ整改提升规划，丰富旅游业态，增强旅
游功能，强化游客服务，并实施黄河口生态与
农业科技小镇、河海科研实验２个项目，大力
开展“黄河入海”生态与农业科学研究，明晰
“黄河入海”机理，夯实“黄河入海”发展根
基。

□记 者 贾瑞君 李 明
通讯员 陈世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9日一大早，张祥华再
次驱车从外地赶到位于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的项
目现场，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来这里。今年
初，山东启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3万吨高分
子新材料项目决定落户在此，作为项目负责人
的张祥华每来一次都大为惊叹。

占地300亩的项目现场原本坑洼不平，油
气管线纵横交错。从确定选址开始，开发区管
委会就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小组，迅速展开土地
整平、管线整理等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项
目现场达到施工条件。

2018年9月，东营市确定了把东营港开发区
建设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主战场、鲁北高端石
化产业基地核心区、双招双引主阵地、新材料
产业拓展示范区”的目标定位。

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重点
是产业，关键在项目。“去年11月，我们研究
制订了高端石化产业发展重点及招商规划，并
据此绘制了招商图谱，确定了以炼化一体化为
龙头，芳烃、乙烯、丙烯、碳四等4大链条为
发展方向的油头化身产业格局。”在东营港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杨同贤指着一幅招商图
谱向记者介绍。在这张醒目的招商图谱上，在
乙烯、丙烯产业链条方面，港区的丙烯、丙烯
腈、聚丙烯酰胺、MMA等中上游产业链条已
经完备，招商重点瞄准了下游高分子新材料项
目，而目标企业正是启恒新材料的母公司。

“招商关键在补链强链，重点还要看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局长赵金泉说，该企业在高分子新材料领域
拥有多项专利，企业创始人是“泰山学者”，
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占有率都有绝对优势。正
是看中了这些因素，赵金泉先后跑了不下十
趟，历时一年多，谈区位优势、讲优惠政策、
说发展前景，终于打动了企业前来投资。

“如果对企业发展无利我们也不会来。”
张祥华坦言，启恒看中的是项目所在地一路之
隔的万达集团宏旭化学和科鲁尔化学两家企
业，因为这两家企业生产的MMA及丙烯腈恰
是启恒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在开发区管委会的
积极协调下，启恒公司实现了与两家原材料生
产企业“隔墙建厂”。原料通过管道直接接
入，仅运输成本一年可节省近6000万元。“以
前长途运输时，原材料中必须添加阻聚剂防止
聚合，生产前还要脱离，产品质量多少会受影
响。”张祥华说，现在通过管道随用随取，产
品质量大幅度提升。该项目预计今年8月份开
工建设，2020年10月份一期投产，届时光学镜
片、汽车塑料制品等产品可直接面向终端消费
者，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吃干榨尽”。

挂起招商图谱，按产业链“填空”，看似
简单，实则不易。“我们把目光放在高端有实
力的企业上，每做好一个‘填空题’，都像打
赢一场‘攻坚战’。”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投资
促进局局长何宝民说。

瞄准大型央企、跨国集团公司是东营港经
济开发区的招商方向。去年，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苟增杰多次带队前往上海寻求与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今年3月15
日，该公司副总经理郑少波终于带队前来调
研。

“围绕产业链条招商是我们寻求与央企合
作的重点。”何宝民说，然而考察组到来之后
却将重点放在了炼油和化工板块。在陪同考察
组完成企业和园区调研后，何宝民和招商小组
抓住机会，向考察组推介起万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参与的乙烷裂解制乙烯国家示范项目。

听完推介后，考察组道出了担忧：该项目

的审批难度太大！为打消他们的疑虑，何宝民
立即联系万达集团相关负责人赶到现场介绍。
获悉万达集团正在申报国家乙烷裂解制乙烯示
范项目，石化规划院已于前期组织进行了专家
评估，又听到项目前景分析，考察组终于放下
心来，决定联合万达集团共同推动该项目。

“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
务”，“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杨
同贤说，开发区创新体制机制，推行大部制、
扁平化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建立了
“管委会—工作部门—责任主管”三个层级的
管理架构，实行“档案封存、全员聘任、合同
管理”的企业化用人模式和以KPI考核为核心

的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以此激发发展活
力。

截至目前，东营港开发区入驻规模以上企
业67家，投产和在建项目140多个。区内国际原
油进口和使用资质达到1206万吨，原油一次炼
化能力1730万吨。初步形成了基础化工原料、
精细化学品、专用化学品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
系。当前，该开发区正加快推进200万吨/年对
二甲苯及上下游配套延伸项目，与中国振华进
出口公司合作建设的210万吨轻烃深加工综合
利用项目等投资过百亿元的重点项目，着力推
动产业升级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王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无土水培花卉是采用现代生

物工程技术，对普通的植物、花卉进行驯化，使
其能在水中长期生长，而形成的新一代高科技农
业项目。”5月29日，在东营市残疾人就业创业
孵化基地，淄博景天园艺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正在
为该市残疾人代表开展无土水培花卉养护销售培
训。

东营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于去年
8月，是东营市残联批准设立的公益项目。成立
以来，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多次邀请东营职
业学院、东营技师学院等学校的老师为残疾人开
展就业培训，目前已培训残疾人42人，并成功扶
持多名残疾人实现自主创业。

刚获得了“全国自强模范”的称号的贾应
刚，是东营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的创始
人，自幼肢体残疾的他深知残疾人的不易，他在
实现了自主创业的同时，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
更多像他一样的人。2018年，贾应刚投资200万
元建设就业创业基地，并陆续开展了残疾人创业
培训指导、技能培训、心理咨询等活动。

广饶县陈官镇芦李村村民李艾兰就是基地的
一个受益者。“通过基地的培训，我学会了网络
销售，现在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养活自己绰绰有
余。”说起变化，李艾兰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拥有一技之长，在社会
上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东营市残联除组织一些培
训让有需求的残疾人掌握更多技能以外，还以推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契机，将残疾人服务融入政
府公共服务大局，注重残疾人公益性岗位开发，
目前已安排27名残疾人在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就
业。同时，该市还建立了残疾人从业就业基地16
处，安置593名残疾人就业，扶持个体从业295
名、发展庭院经济369户。每年免费培训残疾人
3000余名，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了就业能
力。

东营建立残疾人
从业就业基地16处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一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7日，记者从东营海关了

解到，自2018年11月1日海关总署决定在全国海
关范围内开展关税保证保险担保通关业务以来东
营市企业共办理保证保险318票，担保总额度达
到74 . 6亿元，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提升进口通
关时效和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
用。

目前东营市有3家保险公司具备开展保证保
险业务资质，分别为人保财险、中银保险和太保
财险。为进一步推广做好关税保证保险业务，东
营海关主动加强与保险公司的联系沟通，充分发
挥数据资源方面的优势，列出具备开展此类业务
的优质企业名单，向保险公司进行推介；与各保
险公司对关税保证保险政策进行研讨，讲解海关
对保证保险的管理要求，指导各保险公司规范保
单开具、数据传输和备案工作。

目前全市已有11家进出口企业开展此项业
务，关税保证保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提升了通关效率，让企业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海
关政策红利。“原来我们公司受制于银行信用额
度的问题，只能缴纳现金保证金，实施关税保证
保险改革后，允许企业通过购买关税保证保险，
替代原先的现金保证金和银行保函，不仅保险费
率较银行费用低，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减少了
资金占用，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天弘化学东
营港供应公司总经理伊立洁说。

东营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陈建平表示，下一
步东营海关将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扩大
关税保证保险的适用范围，逐步开展保证保险汇
总征税和纳税期限担保循环使用业务，为提升东
营口岸通关效率，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作出更大的
贡献。

关税保证保险
释放企业资金74.6亿元

□记者 王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6日，根据司法部《司法鉴

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经东营市司法局
初审、省司法厅审查和专家现场评审，东营市首
家法医物证类司法鉴定所——— 山东峻德法医司法
鉴定所获批正式成立，业务范围为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鉴定和个体识别。此前，东营市已有法医
类、交通类司法鉴定机构6家，鉴定业务涉及法
医临床鉴定和交通司法鉴定两大类。

该机构的设立，拓展了东营市鉴定业务范
围，填补了东营市司法鉴定领域法医物证方面的
空白，进一步满足了东营市法医物证司法鉴定和
群众诉讼的需求，健全了东营市司法鉴定体系，
是东营市法医类司法鉴定领域的重大突破。

东营市设立首家
法医物证类司法鉴定所

擦亮“黄河入海”品牌 实施“旅游富民”战略

东营全域旅游变速“快车道”

招商图谱上绘出4大产业链条

东营：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

◆“小旅游”向“大旅游”转型，由低端向高端升级，旅游业与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当前，东营全域旅游正变速“快车道”，扎实推进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贾瑞君 李明 陈世钊 报道
6月4日，东营港10万吨级码头岸线使用申请获交通运

输部批复。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东营将拥有两个10万吨
级的码头。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东营港码头等级，
彻底改变东营港当前大码头少、效率低、功能单一的格
局，对满足腹地经济日益增长的货运需求，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服务东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支撑鲁北高端石
化产业基地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0万吨级码头岸线

使用申请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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