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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

在盐碱荒滩上画蓝图

规划，城市建设的前置条件。
尚在上世纪 80年代的筹备阶段时，烟台市委和开发

区筹备组就颇具远见，他们率先打破由当地规划部门设
计的惯例，请来全国一流的专家，“量身定做”了全国一
流的规划。

有了好的规划，这个从一片荒滩上起步的开发区，
成为全省首家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9001 行
政质量管理体系“双认证区域”，被联合国环境署确定为

“中国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示范区”。

开发区投入力度也很大，在内涵不断丰富、品位不
断提升的规划理念指引下，建区以来，烟台开发区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800多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就有
400多亿元。

进入“十二五”，围绕创新型、现代
化、靓丽文明滨海新区这一战略目标，烟
台开发区开启新一轮城市规划，采取“西
进、东接、南连、北优、中融”的发展策
略，着力打造“双核、一轴、一带、四
片”，推进全域开发，提高了城市功能承载
能力。

“双核”，即指开发区主中心、八角副
中心。具体内容是，围绕行政中心、天地
广场及周边地区，着力发展商务、商贸及
休闲娱乐产业，形成集办公、文化、休闲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围绕八角打造开
发区城市副中心，建成集休闲度假、文化
娱乐、商业服务为一体的城市综合服务中
心。

“一轴”为城市中心功能聚集轴。即沿
长江路和206国道，形成贯通开发区东西的
城市中心功能聚集轴，同时也是连续的城
市中部景观带。通过聚集行政、商业、文
化娱乐等设施，打造开发区核心轴线。

“一带”为滨海旅游休闲带。延长海滨
路，贯穿城市滨海空间，建设完善休闲度
假设施，着力发展滨海旅游休闲业，启动
港口旅游区、工业旅游区开发，形成特色
滨海景观带。

“四片”为东部功能片区、古现功能片
区、八角功能片区、大季家功能片区。

新版总体规划秉承“山、海、河、港、城”一体化
的整体空间格局，以长江路、北京路为城市中心功能
轴，形成东部主中心，八角副中心，古现、大季家生产
性服务中心的多中心布局结构。远期机场、港口全部建
成后，随着交通联系和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东区和古
现逐步融为一体，形成“南城”；八角和大季家共建烟台
西部副中心，形成“北城”。

“未来，提及开发区，人们想到的将不仅是GDP的增
长和一座座现代化工厂的崛起，而是有了高端
产业、新型经济的强有力支撑，百姓在这座花
园般的城市里安居乐业。”烟台开发区规划局有
关负责人说。

高点定位

在滨海实现蓝色梦想

给你一片海岸，你该如何成就一个城市的
蓝色梦想？

“立足保护、立足大众、尊重自然、尊重科
学，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加强保护，建设
生态、文化、快乐的浪漫海岸。”秉承这一理
念，烟台开发区海岸线如今正在经历美丽而非
凡的“蜕变”。

从铲起奠基的第一锹土，打下第一根桩
起，烟台开发区的创业者就以极大的气魄，拉
开了开发区建设的序幕。

困难都是人去克服的。烟台开发区原区域
内的地平基准点标高与海平面持平或略低，建设者们创
造性地采用大规模吹沙回填的方式，将起步区垫高，也
为沿海地区大面积吹沙平地提供了范本。

从 5 公里到 11.2 公里，再到 17.6 公里、20.67 公里，
30年来，中心大道长江路不断延伸，成为烟台开发区建
设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起步之日起，决策者就高瞻远
瞩，将自来水、煤气、热力、电力、雨水等多种管线提
前预埋，建成了一条高标准的“地下隧道”。而今，过去
功能单一的交通要道，已变身商业大道、景观大道、金
融大道及休闲娱乐大道。

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中，烟台开发区更是坚持建设
滨海新区这一战略目标，将功能与审美结合起来，力求将
工程变成景观，让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都绽放风采。

“最美金沙滩”就是代表作之一。经过精心规划和建
设，这片沙滩正逐渐向世人展现它的美。如今，滨海片
区从东向西将分“海、沙、浪、湾、泽”五大主题区域
进行提升建设，已基本成为开发区里的最佳公共活动舞
台和城市会客厅，也成了烟台市旅游业发展的新兴增长
点。

左手是波涛海澜，右手是绿意无限的园林景观，极
目远眺，“C”字型海岸风光一览无余。沿烟台开发区新
改造的海滨路一路前行，烟台西部海岸线显现出浩瀚磅
礴的大气之美。

30 年前关于规划的高瞻远瞩，再次用在了对待滨海
景区改造的问题上。从 2012年起，烟台开发区启动全球
招标，请全球“智脑”参与设计滨海景区方案。

“整个滨海改造的规划设计都是聘请国内一流专家
团队完成的，概念规划请的是英国阿特金斯公司，设
计方案请的是美国 AECOM 公司。”该区规划分局负责
人介绍，海滨改造不仅要解决景观提升、海滨广场、
景观及道路交通系统的关系，还要对原有海防林进行

优化改造。
整个滨海景区改造工程东起夹河，西至南京大街，

南起黄河路，北至黄海，岸线全长约 15.3 公里。按照景
观，共规划有“海、沙、浪、湾、泽”五大主题，其中
包括了海螺广场、沙丘之风、海滨广场、五彩步行长
廊、盐沼湿地公园等10余个重要景观。

如今，改造后的滨海路由原来的 18 米拓宽至 26.5
米，机动车道为双向四车道。在滨海路北侧，宽达3.5米
的海岸慢行路紧邻细沙海滩，双侧设置人行道，原本只
能跑汽车的滨海路，如今有了专门的慢行动线，市民可
以骑着自行车更好地感受金沙滩的景观。

除此之外，投资 11亿元的福莱山市民文化公园也是
民生工程大手笔。这一项目拥有图书馆、文化馆、青少
年宫、档案馆等 4 个单体建筑及露天剧场等 10 余个主题
广场，预计年底建设完工，明年全面投入使用。

纵横路网

海陆空铺就发展之路

一条路，将工厂拉近，让产业相融。
站在拉萨大街跨绕城高速桥上，“秒速”穿梭得到印

证。拉萨大街跨绕城高速桥长 338 米，投资约 4600 万
元，主跨约70米，与绕城高速30度角斜交，为烟台市及

周边地区单跨度最大的连续梁桥。
这只是烟台开发区路网的一个缩影。如今，路网纵

横已在开发区的“交通图”上铺展开，延伸至每一个村
居和每一个大项目所在地。尤其是古现、八角、大季家
三个办事处，都形成了路网完善的工业园区，在古现的
汽车工业园和 IT工业园，八角的八角工业园区，大季家

的再生资源园区等4个主要园区，道路建成比例达90%以
上，形成了“三纵多横”的西区道路网络格局。

近十年来，该区在道路建设上投的资金约 8.2 亿元，
完成道路建设 98条，建设里程 130.97公里。摊开交通新
地图会发现，以长江路、206国道、滨海路为基础的烟台
开发区内部路网已经与德龙烟铁路、机场连接路以及同
三、疏港高速相互依托，衔接构成了开发区框架清晰、
辐射周边的交通枢纽体系。

日前，新烟台汽车西站正式投入使用，新场站位于
沈海高速与206国道交叉处，设计规模为一级客运站。新
车站的启用，标志着开发区城市公交和长途客运将融为
一体，成为集公路客运、城市公交和快速货运于一体的
综合交通枢纽。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那么城市道路便是保持它活
力的‘血脉’。未来的开发区交通运输，将为这座城市发

展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支持。”烟台开
发区交通运输局运管处处长沈斌说。

陆路发达，海运同样畅通。
烟台开发区大季家东北海域，正

在兴建烟台港亿吨港区——西港区。
走在西港区建设现场，眼前场面蔚为
壮观：液体化工码头、顺岸通用码
头、66 万立方米的液化罐区、2.1 公
里的防波堤、20 万吨级航道等工程
项目拔地而起，大型深水矿石码头也
初具规模，这里有着输油管线、高耸
的储油罐和巨大的装卸设备，抬眼望
去，门机紧张作业，工程车辆往来穿
梭。

做大做强地区港口经济，对烟台
开发区来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

有专线与港区连接的龙烟铁路，
正是这机遇的一部分。有了它，北部地区将告别没有铁
路的历史，并将一方面打通烟台港至山西、陕西、内蒙
古西部的快速煤炭外运大通道，另一方面将沿海承接的
大宗金属矿石运往腹地。同时，这条铁路还将是开发区
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烟台市北部沿海产业带和港口
发展的生命线，今后将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个地方的交通版图，少不了空运。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已是“呼之欲出”，机场连接路备

受关注。全长 12.12 公里的连接路，在开发区段长 3.1 公
里，总投资约 4000万元。这条路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
路标准，路基宽39.5米，设计时速80公里。

“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将结束开发区缺乏大型、深
水、专业化码头和没有铁路的历史，加上沈海、荣乌等
高速公路与潮水机场连接路形成的高速公路网络，将为
开发区增添航空、海上和铁路运输三大引擎。”烟台开发
区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处处长王洪说。

在烟台开发区，海陆空立体交通将得到新的拓展，
一个新的城市经济发展增长极将呈现于眼前。

华丽转身

现代服务业撑起未来

“在开发区上班，到芝罘区居住；在开发区居住，到
中心区购物”。这句老百姓的“吐槽”，是烟台开发区存
在多年的“怪象”。这一现象，直指烟台开发区的“短
板”——有“城”无“市”。

而立之年的烟台开发区，工业高度发达，全区 GDP
早已突破千亿元大关，工业总产值逼近 3500亿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市第一，已经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历史
节点上，面临着如何更好发挥探路引领作用、继续为全

市贡献更大份额的重大课题。
为此，烟台开发区工委管委适时确立

了新的发展“坐标”，提出并实施了在更高
层次上推进城市化，加快建设创新型、现
代化、靓丽文明滨海新区的总体发展思路。

围绕滨海新区建设的总体思路，烟台开
发区高标准编制了新一轮城市精品规划，勾
勒了一幅以大型综合体带动辐射、次第发力
的发展蓝图。如今，让开发区人享有更高品
质、更便捷生活的一连串“蓝图”正在走向现
实——滨海景区、长江路片区、衡山路片区
三大综合改造已全线铺开。

“衡山路是东区的南北主轴线，是沈海
高速进出开发区的主要通道，与福山区福
海路直接贯通。作为开发区的形象大道，
衡山路又是连接商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纽
带，未来东区高端商业的发展都将主要沿
衡山路展开。”该区规划分局负责人介绍，
从战略布局看，衡山路将作为开发区城市
发展的新南北中轴线，向北衔接长江路传
统商圈，向南则成为串联福山等商业圈的

“主通道”。
而在整个 CBD内，将按照“重构、升

级、整合、引领、提升”理念，打造现代
服务业集聚、政务服务集中、花园式栖居
的中央商务区，使之成为服务烟台、辐射

山东半岛北部的区域商业中心，以及展示开发区城市现
代化水平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如今，以长江路为横，天马广场、星颐广场、财富
广场、富饶中心竞相崛起；以衡山路为纵，正海广场、
万行中心、大拇指广场、衡悦广场蓄势待发。139 米、
143米、150米、153米、177米……道路两侧的城市综合
体，高度被不断刷新，引领该区的服务业向更高层次、
更高品位、更高质量转调发展。

一横一纵勾勒出的“T 型 CBD”张扬着腾飞的生命
力，孕育着城市现代化的无限潜力。据了解，目前全区
仅在建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其累计总投资就高达 95.5 亿
元，总建筑面积达183.6万平方米。

随着城市现代化视野下的“T 型 CBD”崛起，烟台
开发区这座工业园区正在华丽转身，也将开发区人带入
了一个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发展大步向前、城市生
活更加繁荣的崭新阶段。这里正在努力建成更好的城
市，成为人们更乐居于此的地方。

走过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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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城城市市小小区区变变成成优优美美景景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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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区区的的城城市市建建设设

城市属于人民，无论宏大或是渺小，其所承载的是具体
的每个人的福祉。将城市建成人民乐居其中的地方，说易行难。
山东省烟台开发区用了整整30年。

从盐碱荒滩到人居乐园；从“烟台西伯利亚”到创新型、现代化、靓丽文明的滨海
新区……曾经的黄沙芜地，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在这里，你能更快地读懂中国

改革开放。
回望30年，烟台开发区有着许多经典瞬间，值得品味与回味。在这幅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城市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靓丽炫彩
之笔。

烟台开发区夹河新岸 顾晓军摄

2013年8月10日，西港区大型矿石码头首次重载试车成功。
郭传义摄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改造效果图

天马栈桥 吕明洋摄

建设中的烟台开发区福莱山市民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烟台开发区福莱山市民文化公园 朱朱 岩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