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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东营 奏响黄蓝崛起的新乐章奏响黄蓝崛起的新乐章

转调升级 产业嬗变闯新路
因油而生、因油而兴，东营早年石油工业一枝独大，产业结构失

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瓶颈”。当前，东营经济发展的条件和
环境已然发生重大转变，告别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进入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动力转换、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阶

段。新常态下，推进转型升级为东营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不
可限量。

东营市坚持以大项目好项目建设为抓手，深入实施高端
高质高效产业发展战略，加快构筑高端化、集群化、创新型产

业体系，经济总量快速壮大，产业结构日趋合理，闯出
了一条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特色之路。

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方面，引进了泰国正大、新
加坡奥亚、江西正邦等大型农业龙头企业，黄河
口大闸蟹养殖达到100万亩，海参养殖28万亩，

奶牛存栏 7.8 万头，工厂化食用菌产能 40
万吨；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608家，农
业园区达到 18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1707家，家庭农场发展到502家，东营
被整建制列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农业高新区被科技部列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
中，坚持传统产业提升和先进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双轮
驱动”，加快构筑结构优化、集约
发展、竞争力强的现代工业体系，
打造东营工业的升级版，石油炼
化能力和新闻纸产能居全国前
列，离子膜烧碱、轮胎子午胎、阴
极铜产能居全省首位；石油装备、
汽车及零部件、智能装备等先进
制造业迅速发展壮大，石油装备
产业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主营

业务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达到27家，
12 家企业入围“2014 年中国企业 500
强”，占全省上榜总数的五分之一。

服务业是东营经济发展的短板，
在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东营
市着重提升服务业规模水平，重在扩
大总量、提升质量、优化结构，积极打
造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职能中心，加

快构筑服务业发展新格局，国家4A级景区
达到4处，油品及液体化工品一次性仓储
能力达到800万方，全市各类金融机构达
到278家，开业银行达到26家。

生态优先 打造魅力宜居城
东营市把生态作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坚持

环境立市、生态优先的理念，突出“大水面、大绿
地、大湿地、大空间”，加快构筑独具特色的生态

系统，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全力打造秀
美宜居、富有魅力的生态城市。

黄河从东营入海，入海口两岸拥有中国暖温带最
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面积达1530平
方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湿地”。实施了百万亩湿地
修复工程和黄河刁口河流路生态调水工程，累计修复

提升湿地38万亩。昔日沿海滩涂一片茫茫、生机寂寥的黄河
故道再现了芦荻飘雪、鸟飞云天、鱼翔浅底的壮观景象。投

资34亿元的金湖银河生态工程，引黄河水自流入城，全面贯通27平

方公里的城市水系，实现了大河大湖大海贯通，努力把东营打造成
为知名的“东方湿地之城”。启动了海洋生态保护工程，选划建立了
5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保护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30%，推进海
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黄河尾闾，退海之地，曾被人们看作是“绿化的禁区”。面对黄
河三角洲的特殊环境，植树造林、改善生态，成了东营市历届党委政
府的工作之重。从2007年开始，在全市城乡实施了“三网”绿化工
程，累计完成绿化面积87万亩，植树1亿多株，初步构建起了生态绿
化主体框架。2012年启动了生态林场建设工程，规划5年建设万亩
以上生态林场30处，新增造林80万亩，先期建设的11处生态林场已
完成造林24.8万亩。建设改造森林公园、城市公园、街心公园45处，
新增绿地837万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达20.7平方米。启动实施了
环城生态工程，规划建设百公里环城绿道，形成绿地湿地面积305平
方公里。城市绿地面积达到了 3911.3 万平方米，居山东省首位。
2014年，东营市圆满承办了山东省第五届城市园林绿化博览会。

生态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山东省首个低
碳生态示范城市，东营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环
境综合整治。两年新建改造污水处理厂7座、垃圾处理场4座，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4.5%、100%。积
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抓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开展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促进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实施了
总面积240万平方米的30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让绿
色理念更加融入生活，加快构筑绿色公交体系，节能环保型公交车
达到半数以上，全市节能环保型汽车现在达到12万辆。推进群众性
生态文明创建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东营市被授予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

和谐蓝图 用情至深惠民生
“民生至重则生民为暖”。不论是大项目、好项目建设，还是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其根本目的是改善民生，让群众分享发展带来的
实惠，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去年以来，东营市采取多种举措，优先保
障民生投入，优先安排民生项目，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千方百计筑起民生保障墙。

把增加群众收入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坚持以创业带就
业，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再就业
工作，统筹抓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认
真落实各项创业政策，激励高校毕业生和广大青年、妇女创业，新增
城镇就业4.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2%。特别是建设中心城区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落实农民工工
资支付“一书两金一卡”制度，依法及时打击欠薪行为，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2014年，东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940元，农村
人均纯收入14456元。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居全省前列。目
前，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490元以上，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3400元以上，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6300元
以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年200元，
建立了按病种分值结算为主的付费机制，建立起城乡居民临时救助
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

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成功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启动第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学校、幼儿园
建设，新市一中、二中、中专学校建设一期工程主体全部完成。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加强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继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黄河与大海的激情碰撞，
在这片土地上，奏响了黄蓝交响的华丽乐章。

东营，这座崛起在黄河尾闾的现代化生态城市，正蓄势起航，向
着更辉煌的前景跨越！ （孙建斌 孙瑞）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蜿蜒九曲蜿蜒九曲，，奔流万里奔流万里，，从山东省东营市汇入渤海从山东省东营市汇入渤海。。
东营东营，，地处黄河入海口地处黄河入海口，，是胜利油田的发祥地和主产区是胜利油田的发祥地和主产区，，因油而生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因油而兴。。近年来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发展战略先后批复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发展战略先后批复。。东营作为山东省唯一一个两大国家战略全覆盖的地级市东营作为山东省唯一一个两大国家战略全覆盖的地级市，，加快转型走出了资源型城市跨加快转型走出了资源型城市跨
越发展的新路子越发展的新路子，，正在践行着建设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全新创举正在践行着建设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全新创举。。

黄蓝国家战略的实施黄蓝国家战略的实施，，让东营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让东营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成为山东省增长速度最快成为山东省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发展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42014年东营市生产总年东营市生产总
值达到值达到34303430..55亿元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082708..22亿元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960960家家，，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06206..22亿元亿元。。

随着国家黄蓝战略深入实施，东营这片古老而年轻
的土地，驶入了高效生态发展的快车道。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
科学规划，离不开先进的发展理念。实施黄蓝国家战略
以来，东营市科学谋划，整体布局，加大统筹发展力度，提
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不断推动科学发展新
跨越。

在发展理念上，坚持“环境立市、生态优先”，坚定不移
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
环境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的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

在发展布局上，着力推进“三个统筹”：一是区域统
筹，充分发挥各县区和两个市属开发区的优势，明确功能
定位，优化提升空间布局，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打造
各具特色的经济板块；二是陆海统筹，发挥东营沿海优
势，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坚持由陆及海、梯次推进、一体发
展，通过道路向沿海延伸、产业向沿海布局、资源向沿海
聚集，打造沿海经济带；三是城乡统筹，坚持以人为本、产
城融合、注重质量，统筹推进中心城、小城镇和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率达到64%。

在发展举措上，东营市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
用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扳动调优结构的阀门。2014年，
东营市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为抓手，围绕发展绿
色种植、现代渔业、生态畜牧业等优势产业，加强与大企
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实施了 124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74.8 亿元，促进了
农业规模化、集约
化、现代化；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了
341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737.3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比重达到 34.6%，推动工作
由大到强转变；落实加快服务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实施了总投资
270亿元的12个重点项目，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9.2% 。

在发展中，东营市深刻认识到科技
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黄河三角洲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新区软件园的载体功能
不断增强，国家采油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国际创新园建设顺利推进，石油
装备、石油化工、橡胶轮胎、纺织产业技术研究院挂牌
运行，全市科技型企业达到26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94家，院士工作站13家，创新孵化面积60万平方米，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由2009年
的 22.19%提高到现在的 34.6%。东营成为首批“国家科
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综
合考核中居地级市第一名。

科学布局 开启跨越新征程科学布局 开启跨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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