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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文图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
山东省东营市正积极打造黄河
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

“作为黄河三角洲中心、黄
河入海口城市，东营区位优势
明显，产业特色鲜明，人居环境
良好，拥有丰富的休闲旅游资
源，加之不断完善的便利交通
网络，为东营发展休闲旅游奠
定了坚实基础。”日前，山东省
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必昌
在2021中国休闲度假大会上
表示，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
战略，东营也将趁此东风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曾经，胜利油田在这里崛
起；如今，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
区在这里闻名。中国城市报记
者试图用“三问”，探寻东营将如
何擦亮这第二张城市名片，向休
闲度假一线城市目标发起冲刺？

一问：
东营的资源禀赋是什么

黄河不仅是东营的母亲
河，更是贯穿东营打造文化旅
游目的地的生命线。

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
黄河一路穿山越峡、奔腾万里，
在东营市汇入浩瀚的渤海，其
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之处淤
积伸展，造就了神奇壮美的黄
河三角洲，而东营正是这处三
角洲上的中心城市。

据了解，这里是世界上最
年轻的大河三角洲，大部分都
是近百余年冲积形成的新生陆
地，目前面积约 5400 平方公
里，而且仍以每年1到3万亩的
速度生长，成为一片生生不息
的息壤；三角洲内河湖密布、植
被丰茂，湿地绵延、群鸟翔集，
仍然保留着完整的原生态系统。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三角洲
资源，东营在这里兴建了黄河
口生态旅游区。黄河口旷野茫
茫，芳草萋萋，海鸥、野鸭一年
四季随处可见，记者在这里见
到了不少世界濒危的野生珍
禽，如丹顶鹤、东方白鹳、疣鼻
天鹅等。据专家考察后估测，
这里仅丹顶鹤、灰鹤等国家一、
二级重点保护的珍禽就有15

种，其它鸟类高达120多种，数
量达数百万只，而且每年还有
增加的趋势。

当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黄河口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
鸟类在此栖息，除了黄河三角
洲湿地气候适宜，有丰富的海、
淡水资源和优良的环境外，最
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恰好处于东
亚——澳大利亚和环太平洋鸟
类迁徙路上的重要越冬地、繁
殖地和停歇地。“每年南来北往
的近 600 万只鸟类组成无数

‘飞行编队’，在此穿梭忙碌，好
不热闹，成为一道别具特色的
风景线。”该工作人员说，国内
外专家甚至形象地将这里称之
为“鸟类国际机场”。

除了为鸟类提供迁徙的休
憩场所外，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还特意成立了野生鸟类救助
站。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经
过长途飞行，难免有受伤的鸟
类掉队，救助站就负责将其带
回治疗、喂养。“受轻伤的鸟类
经过精心救助后，很快就能恢
复，之后我们会对其进行放
生。但若遇到翅膀、喙等严重
受损无法复原的鸟，我们就会
将它们留下来人工圈养。”该工
作人员解释，即使将这类无法
复原的鸟放回大自然，它们也
会因为肢体残缺而无法生存。
因此园区会将他们留下，这也
让园区人工繁育出不少珍稀鸟
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珍贵
鸟类的濒危境况。

值得一提的是，受地理环
境影响，在东营泛舟行至黄河
与渤海的交汇处，游客们还能
看到一道奇观——河海交汇
处，恰如一条黄蓝相间的飘带，
把浑浊的河水与碧蓝的海水分
为两半，河黄海蓝，格外分明。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
其实就是由于黄河、渤海之间
的密度差所造成的。”驾船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并非全年都能
看到这种神奇的景观，主要还是
受渤海的潮汐时间及黄河的出
沙量、出水量三种因素影响。

此外，黄河在东营市境内
经历多次决溢、改道、迁徙、摆
尾，最终形成现在的基本流
路。这个过程中，也造就了东
营市厚德包容的黄河文化、艰
苦奋斗的石油文化、开拓创新

的海洋文化、信念坚定的红色
文化、特色鲜明的移民文化。

二问：为什么着力发展
休闲度假产业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全球旅游业按下了暂停
键。但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
了重大战略成果，2021年国内
旅游市场正步入复苏的快车道。

今年以来，无论是清明小
长假还是“五一”黄金周，游客
的出游热情都十分高涨。各大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均显
示，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已超
过2019年同期，这也意味着中
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旅游需求将
会进一步释放，或将带动我国
旅游市场的全面反弹和恢复。

在这一过程中，休闲度假
产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国
际旅游停摆的背景下，国内休闲
度假产业成为承接境外旅游消
费回流的“主力军”；在中短途旅
游支撑旅游业复苏的情况下，城
市休闲和乡村度假成为满足城
乡居民基本旅游需求的“压舱
石”。而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
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休闲度假
产业或将成为国家扩大内需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深刻
警醒人类该思考如何与自然和
谐相处。休闲度假产业作为典
型的生态友好型产业，是连接
人与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在推动世
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
境可持续性发展，构建人与自
然命运共同体上扮演重要角
色、发挥独特作用。”中国旅游
协会会长段强表示，休闲度假
产业具有的促进文化传承发展
的功能，将为我国实现建设文
化强国目标提供有效支撑；一
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度假
区和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
游休闲城市、街区的建设打造，
将成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重
要载体和工作抓手，以东营为
代表的目的地城市也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随着这一科学论断在浙江
得到实践论证，不少资源型城

市开始重视转型问题，试图将
自然优势转化为生态红利。

数十年前，东营因胜利油
田而被熟知。如今，东营正尝试
让黄河三角洲成为向世界展示
大江大河入海口文明的标志地。

因此，“打造休闲度假一线
城市”成为城市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过程中新的着力点。在中
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
魏小安看来，城市休闲是大众性
的，而乡村休闲是普遍性的，度
假享受是新型消费，房车和营地
更是未来导向。从提升大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以及拉动消费的
目的出发，旅游业需要创新，需
要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国家
休闲城市，而且沿海和内地都需
要。从国家旅游度假区扩大到
国家度假城市，将会对城市的提
升与发展提供新动能。

魏小安进一步指出，纵观
全国休闲度假产业发展，南方
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而北方目
前仍缺乏代表性城市。“这恰是
东营的机会，也契合未来‘挖掘
休闲内循环，推进文旅大循环’
的发展方向，包括东营市在内
的黄河三角洲区域都应抓住这
个机会，推动自身休闲度假产
业发展升级，向着标准化、精品
化、集群化、品牌化、公共化方
向升级发展。”魏小安说。

三问：黄河入海，如何
让宾客满意而归

“文化和旅游业涉及面广、
带动性强、开放度高，具有‘一业
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王磊认为，文
旅产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

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深层
次地发展休闲度假旅游？成为
东营接下来的发展关键所在。

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休
闲已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
重要标志。随着居民消费结构
逐步升级，国内休闲旅游发展
也呈现新趋势，休闲业态不断
丰富、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市场
消费强劲，周末和假期出游成
为生活常态。

事实上，山东是旅游大省，
休闲度假资源丰富。据了解，
在全国45个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中，山东占有4席。其中，黄
河口生态旅游区更是生态休闲
目的地的重要代表。

“东营应紧紧抓住休闲度
假发展的良好契机。”文化和旅
游部资源开发司二级巡视员吴
科锋表示，“十四五”规划明确
提出，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
蕴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打造
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
游休闲城市和休闲街区。东营
应找准度假休闲工作方向，不
断优化消费环境，丰富高品质
产品供给，推动休闲度假产业
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东营市早在
2018年就制定了“旅游富民”计
划，突出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
业，努力把东营打造成为亲近母
亲河、体验原生态、享受慢生活
的文化旅游胜地。此外，东营还
不断培育优势旅游产品，以黄河
口国家公园建设为例，实施了

“河海交汇”旅游航道、南北巡护
道路、黄河故道·月湖印象、舟游
白鹳湖、红毯湿地景观修复工程
等项目，提升黄河入海、湿地观
鸟、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精品
线路，建设国际摄影基地和生态
研学基地，打造黄河流域生态
旅游发展先行区。

“在东营这样的黄河入海
口城市来发展休闲度假旅游，
所依托的除了生态资源外，还
要特别注意运用文化资源。”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化
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
员会委员厉新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东营作为黄河文化
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其所要
呈现的，不是简单的黄河入海
这样的自然环境问题，也不是简
单地呈现东营当地的红色文化、
孙武兵法文化。黄河九曲十八
弯，经过多个省份，但并非每一
段都具有市场知名度。然而黄
河入海处的的确确是一个标志
性节点，如何创造性地展示出黄
河在该地的文化集成，是东营需
要值得深入思考的要点。

此外，厉新建建议，东营可
以将自身所具备的自然优势资
源转化为更加市场化的产品，
打造网红地标。“多一个可以让
大家拍照、打卡、发朋友圈的地
方，就为东营多了一条宣传通
道。”厉新建说。

三问东营三问东营：：

如何向休闲度假一线城市目标冲刺如何向休闲度假一线城市目标冲刺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与渤海的交汇处恰如一条黄蓝相间的飘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