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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国家公园进入创建实施阶段
整合优化8处自然保护地，将打造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殷婷

划定35 . 23万公顷范围
核心区面积超过一半

据介绍，目前，省政府与国
家林草局成立了局、省领导任组
长的联合领导小组，省自然资源
厅与东营市委市政府联合成立
工作专班，共同推进国家公园创
建工作。

坚持科学规划，区域范围更
加优化。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
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三
角洲国家地质公园、黄河口国家
森林公园、黄河口生态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等8处自然保护地
进行了整合优化，科学划定黄河
口国家公园范围35 .23万公顷，全
部位于东营市河口区、垦利区境
内，其中陆域面积13 . 71万公顷，
海域面积21 . 52万公顷；同时，还
划定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面积
1 8 . 4 1 万 公 顷 ，占 总 面 积 的
52 . 26%；一般控制区面积16 . 82
万公顷，占总面积的47 . 74%。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去年以来已实施9个项目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
护区在湿地修复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初步统计，2017年以来，
自然保护区修复湿地面积达
1 . 88万公顷。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成立于1992年10月，总面积
15 . 3万公顷，是我国暖温带保存
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
生态系统，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由于历史原因以及黄河来水

来沙量减少等因素叠加影响，自
然保护区内部分湿地功能退化，
植被发生逆向演替。对此，山东
以自然修复为主，编制实施《山
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湿地保护与修复专项规划》，
坚持以生态的方式治理生态。

2020年以来，组织实施了湿
地生态保护修复、互花米草治理
等9个生态修复项目，生态补水3
亿多立方，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7 . 25万亩，修复各类湿地15 . 9万
亩，初步构建起河、陆、滩、海连通
体系。建设鸟类栖息繁殖岛36个、
鱼类栖息地10处、植物生态岛29
个，黄河口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成为黄

（渤）海区域水生生物重要产卵
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

同时，建设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区智能化监控系统，实行全
天候、多维度、陆海空立体化监
控。加强日常巡护和执法监管力
度，依法打击滥采乱捕等违法行
为。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区问题整
改专项行动，对发现的问题逐项
进行整治，2020年11月底全部整
改到位。

组建了由5位院士和20名国
家公园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委
员会。聘请国家林草局昆明勘查
设计院等国家级技术团队，编制
了设立黄河口国家公园综合科
考报告、符合性认定报告、社会
影响评价报告、总体规划等技术
成果，起草了《山东省国家公园
管理办法》，制定了特许经营、社
区共建等专项管理制度规定。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为公园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东营市委、市政府把创建黄
河口国家公园作为重要任务，并
全力推进任务落实，打造全国首
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下一
步，我们将会同省自然资源厅成
立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协
调推进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各项
创建工作；深化技术成果，完善三
项报告，科学确定边界范围和功
能分区，深入研究管理机构设置
方案；排查梳理确权海域、村庄人
口、盐田与养殖坑塘等各类矛盾
冲突和问题隐患，研究制定矛盾
调处方案，妥善予以解决；科学合
理设置公益岗位，引导发展绿色
产业，推动社区转型发展；加大宣
传力度，传播国家公园理念，完善
社会参与机制，形成公众主动保
护、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
东营市副市长李俊峰说。

据了解，东营推进出台《山东
省国家公园管理办法》《黄河口国
家公园管理条例》，研究制定配套
政策措施和管理制度，为加强黄
河口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完善黄河口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
规划、水系连通规划、智慧国家公
园建设规划、自然教育和游憩体
验规划等5个专项规划，建立健全
规划体系，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
保护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国家公园建成后
不能只保护不利用

山东在组织编制《黄河口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时，统筹考虑保
护与利用关系，科学评估自然资
源资产价值和资源利用的生态风
险，合理划定国家公园边界范围
和管控分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规划国家公园中长期
建设任务，对应当保护的区域，
实行最严格保护；对可以利用的
区域，明确自然资源利用方式，
实现最有效利用。

同时组织黄河口国家公园确
权登记工作，依法界定各类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对划入国家公园内的集体所有土
地及其附属资源，按照依法、自愿、
有偿的原则，探索通过租赁、置换、
赎买、合作等方式，与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实现统一管理，维护好原产
权人权益，实现多元化保护。对国
家公园内需要退出的其他生产经
营主体，制定处置方案，按规定引
导有偿、有序退出，全面保障权利
主体合法权益。

研究设定生态管护公益岗
位，对国家公园内有一定劳动能力
的原住居民，优先选聘为生态管护
员，引导其转产转业。研究制定社
区共建制度，通过国家公园入口社
区建设、特色小镇建设，保障社区
居民在共享国家公园建设生态福
祉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可持
续发展。并且创新国家公园内自
然资源使用监督管理制度，全面
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
立健全特许经营制度，鼓励原住
居民和退出经营主体优先参与
特许经营活动，推动社区转型发
展，探索自然资源所有者参与特
许经营的收益分配机制。

积极探索生态资源价值转
化新模式，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
涵，建设自然教育基地，讲好黄河
故事；科学开发“河海交汇、新生湿
地、野生鸟类”三大世界级旅游资
源，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
地，实现生态保护、生态惠民、世
代传承、永续利用、绿色发展。

2019年召开的第43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
期）被批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据了解，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共分
两期。第一期包含江苏的
2处遗产地，已经在第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批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会上，中国政府同时宣布
启动第二期申遗工作，包
含上海、山东、天津、河北
和辽宁的12处提名地，并
计划于2022年提交世界遗
产中心并接受审议，争取
2023年第47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通过。其中，东营黄
河口候鸟栖息地是我省
唯一一处提名地。

据了解，黄河三角
洲自然保护区在2017年3月就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申遗提名地
预备清单，2019年正式启动申遗工
作。“目前，我省将继续按照国家林
草局的部署，与周边4省市11个提
名地协调联动，积极做好申报材料
完善上报工作，迎接并配合做好世
界遗产中心专家现场检查，争取早
日成功申遗。”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二级巡视员李成金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殷婷

葛相关新闻11月30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情况。据了解，2021年10月19日，国家公园管理局函
复同意《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方案》，标志着黄河口国家公园从创建准备阶段进入创建实施阶段。目前，省市联合成立立工作专
班，全力推进任务落实，打造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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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活动范围日益扩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孙劲松 摄

济南获批全国首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将打造“人才+资本”融资服务模式

本报讯 11月25日，经国务
院同意，《山东省济南市建设科创
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
印发，济南市成为全国首个科创金
融改革试点城市。试验区赋予了济
南为国家探索科技与金融融合的
新路径、新模式和新机制的历史重
任，为济南开创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的新局面赋予新使命、新目标和新
动力，对于济南乃至山东的金融深
化改革和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推动
价值，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

领北方以及全国产业升级、经济转
型具有重要示范效应。

据了解，济南科创金融改革
试验区的总体目标是，力争五年
内，基本形成体系健全、结构合
理、配套完善、保障有力的科创金
融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覆盖科技
创新全链条的金融生态链，金融
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运行质量
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科技创新
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取得
重大突破，济南成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
示范区，为我国深化金融支持科
技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探索新模
式、新路径。

试验区主要从“机构、服务、
市场、要素、开放、载体、生态”等
维度发力，共提出了7个方面的21
项重点任务，并且注重改革探索
和开拓创新，包括建立健全科创
金融组织体系、深化科创金融产
品和服务创新、拓宽科技创新型
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推进要

素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合作
交流、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
持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等内容。
试验区将打造“人才+资本”的融
资服务模式，构建企业全生命周
期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同时，将
科创金融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有机结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据悉，未来，山东省将进一步
明确行动方案和目标责任，扎实
推进试验区创建工作。山东将成
立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领导

小组，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常态
化沟通机制，并尽快制定出台试
验区建设实施细则，加强信息统
计和评估督导，确保试验区建设
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成效。

综合央视等

实施黄河三角洲生
态保护是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山东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对《山东省黄
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条例
(草案)》进行审议。

加强黄河三角洲水
资源保护，《条例(草案)》
主要从水资源保护原则、
水源涵养、水资源配置、
饮用水保护、生态补水、
地下水管控、非常规水资
源利用，以及用水总量和
强度控制目标体系等环
节，对水资源保护和利用
作出了具体规定。

黄河三角洲生态脆弱，容易发
生退化，恢复难度大且过程缓慢。
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外其他区
域的生态影响日益严重，甚至造成
了一定的破坏。为此，《条例(草案)》
围绕黄河三角洲综合治理、河口整
治、黄河故道修复、土地复垦、自然
保护地修复、植被修复以及地下
水、大气、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
面,明确了修复措施和修复内容；同
时，还从生态保护资金、生态补偿
机制、生态损害赔偿、科技支持、公
众参与等方面，规定了生态修复的
保障措施与机制。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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