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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战略相继实施给东营带来重大机遇

“黄蓝融合”给力“十二五”开局
本报记者 聂金刚

回顾“十一五”，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把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确定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战略。2009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

划，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展望“十二五”，东营正处于大有作为的
黄金发展时期。2011 年 1 月 4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战略在东营融合交汇，为东营发展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因此，我们要坚持以科学规划引领开发，按照“黄蓝融合、

陆海统筹、一体发展”的要求，两大战略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代表贾瑞霭：

创建服务业基地，服务两大战略

“资源优越”利开拓
东营作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

设的主战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的前沿城市，在两大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面临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实施这两大战略

必将为东营插上腾飞的翅膀，有力

地助推东营的跨越发展率先崛起。

十二五期间，东营将发生重大变

化，一个以高效生态为特色的经济

区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富裕发

达文明和谐的经济文化强市将屹

立在渤海湾畔。

东营海岸线长 413 公里，滩涂

和浅海面积近 6000 平方公里，生物

资源丰富多样。另外，东营岩盐资

源储量 5900 亿吨，卤水资源储量

9 . 5 亿立方米；地热资源富集，可采
热水储量 750 亿立方米。胜利油田

80% 的石油地质储量和 85% 的产
量集中在东营境内。

目前，环渤海高速公路已经建

成通车，东青、东港高速公路接入

国家高速公路网，黄东大铁路正在

建设，东营市“三路”“两港”“一机

场”的立体大交通框架已基本搭

就。黄河口中心渔港年内即可完

成，它将成为渤海湾地区最大的渔

港和水产品集散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汇集了一

大批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人才，拥有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2 . 2 万人，这也

为东营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中提供了科技力量的支持。

“黄蓝融合”正当时
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

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

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

发展战略。一个省同时拥有两个国

家战略，这在全国不多见。而一个
市同时纳入两个国家战略，则更为

少有。“一黄一蓝”两大战略在东营

融合交汇，支持政策叠加聚焦，双

重重大机遇大大提升了东营发展

的战略定位。

从 2009 年 11 月 23 日黄三角开

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至今，东营

的发展崛起已经有了好的起步和开

局。特别是刚刚过去的 2010 年，东营

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圆满完

成了“十一五”规划和年初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初步统计，2010 年全市
实现生产总值 236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48 亿元，增长 23%。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378 亿元，增长 18 . 8%。

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104 . 88 亿元，增

长 29 . 69%。各项存款余额 1567 . 9 亿
元，比年初增加 266 . 9 亿元；贷款余

额 1148 .6 亿元，比年初增加 249 .2 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657

元，增长 11%；农民人均纯收入 8206

元，增长 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均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在全

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群众满意度调

查中，得分列全省第二位。

“黄蓝”融合交汇，东营这片正

在接受大变革洗礼的广袤土地，必

将崛起一座生态与高效并重的黄

河水城。

生于 1981 年的刘锋杰
是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
经济讨论组最年轻的委员。

“我所理解的‘黄蓝融
合’首先一条是发展高效、

生态、环保的经济，蓝色经
济本身就是发展与海洋有
关的环保、节能、低污染产
业。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打的就是生态牌，以
黄河入海口为依托。”

刘锋杰表示，东营市
要抓住“黄蓝”两个国家战
略融合的重大机遇，新兴
产业是最好的突破口。“作
为一个企业家，我希望政
府在资金和政策等发面予
以支持，这样可以起到示
范带头的作用，让将来来

东营投资的或者当地有实
力的企业看到，新的产业

在东营是可以发展的，这
样就可以坚定他们的信
心，让他们尽快投入到总
的发展战略中来。”

本报记者 张倩

张传胜说，今年是“黄
蓝”两个战略实施和“十二
五”规划的关键一年。“黄
蓝”两大国家战略的融合交
汇，给东营带来了巨大的政
策优势和发展机遇。面对机
遇和挑战，东营市应充分发
挥政策优势，抓住历史发展
机遇。

“十一五”的五年为“黄
蓝”两大战略的融合交汇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以前的很
多项目今年都可投产。目
前，东营“三路”“两港”“一

机场”的建设可以统一到陆

海统筹发展中去，为“黄蓝”

融合提供便利条件。

本报记者 聂金刚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宋迎章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当前的东营港及临
港产业区面临着高效生态
经济区、半岛蓝色经济区、

全市重点突破区叠加融合
的三大机遇。宋迎章说，在

“十二五”期间，东营港将
积极对接“黄”、“蓝”两大
国家规划，把握“新港口、

新港区、新港城”的发展定
位，以建设滨海新城区、新
型经济区和未来创业区为
目标，以建设生态化工基
地、装备制造业基地、物流
航运基地、能源供给基地

为载体，突出生态滨海特
色，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全
面提升港口规划、新区规
划和产业规划。

本报记者 张倩

在 1 月 18 日下午的六
届人大四次会议分组会议

上，贾瑞霭代表说，2011 年
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
深入推进黄三角高效生态
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一年，迎
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东营市
工作的重中之重。

东营区将创建黄河三

角洲现代服务业基地，服务
好两大战略。东营区会抓好
黄蓝交汇的契机，促进东营
区产业结构升级，由传统服
务业向传统与现代服务业

并举转变，迎来更大的发
展。

本报记者 聂金刚

“稳黄拓蓝”大发展
近年来，仅东营市河口区，大

闸蟹的养殖基地就保持在两万亩

左右。而大闸蟹中以“黄河口大闸

蟹”闻名，河口区东、北两面环渤
海，海岸线长 214 . 21 公里，占整个
东营海岸线的 1/2 以上；滩涂面积
645 平方公里。水浅底硬、水草丰

茂，适宜的气候和丰富的螺虾是大

闸蟹休养生息的完美“水晶宫”。

同时，政府参与指导，今年分别

在北京、香港等城市举行了黄河口大

闸蟹推介会，扩大名牌产品的效应。

“黄河口大闸蟹”是东营市整个生态

高效农业渔业的缩影。近年来，黄河

口冬枣、海参、稻米等都成了市场上

的宝贝，广受赞誉，从而打破石油产
业一统天下的格局，石油之城的发展

由此迈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产业的布局悄然发生变化，这

种变化的背后需要一种强大的科

技和基础设施的支撑。东营经济技

术开发区是东营市着力打造的高

端产业区，并已升级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

“四区一城”的布局雏形渐成，

“将东营港与广利港之间 1200 多

平方公里的临海区域作为集中突

破区，集中规划布局临港产业区、

生态旅游区、生态高效农业区、高

端产业区，建设黄河水城。”东营市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连杰说，

这里将建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高

效生态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和能

源供给基地，还将成为黄河三角洲

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主

要承载区。

人大代表张传胜：

发挥政策优势，抓住发展机遇

政协委员刘锋杰：

在新的产业方面寻求突破

政协委员宋迎章：

进一步发挥东营港的战略作用

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建起的旅游接待中心——— 远望楼。 本报见习记者 王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