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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口蹚出绿色转型路

—
—

山东省推进黄河三角洲高质量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从空中俯瞰，九曲黄河绵延万里，自山东省东

营市入海，泥沙在此积淀成洲，造就了神奇壮美的

黄河三角洲。一般所称“黄河三角洲”，多指以垦

利宁海为顶点，北起套尔河口，南至支脉沟口的扇

形地带，面积约 5400 平方公里，其中 5200 平方公

里在东营市境内。

地处入海口，站位全流域。东营市聚力落实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高水平现代化强市建设，

发展态势向上向好。

盐碱滩变丰产田

亩产 511.88 公斤！近日，在东营市垦利区黄

河口镇生产村，专家对耐盐碱小麦品种“济麦 60”

示范田进行的测产验收结果显示，今年这片平均

盐碱度 3.3‰的盐碱地里，小麦亩产突破千斤，成

为山东省盐碱地小麦高产的典型。

东营市盐碱地面积达 341.8 万亩，是世界上利

用难度最大的三角洲型盐碱地之一，当地流传着

一句话：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还难。

近年来，东营市因地制宜开展盐碱地治理和

开发利用，探索形成了一批适用盐碱地的农业新

技术、新模式，聚力打造国家盐碱地农业创新高地

和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今年是东营市丰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种植

“济麦 60”的第三个麦收季。该公司总经理田兆

山说：“前年和去年的小麦亩产分别是 460 多公斤

和 490 多公斤。近日测产的麦田从去年 10 月播种

以来，除了自然降水，没有进行过人工灌溉，亩产

能超千斤出乎意料。”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新有

告诉记者，“济麦 60”具有抗倒伏能力强、结实性

好、耐盐碱等特点，适合在中度盐碱地大范围种

植。只要持续做好新品种选育，形成配套栽培技

术，盐碱地也能变粮仓。

作为山东省盐碱地综合利用主战场，东营市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农业

改造提升力度，抓好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依托盐

碱地国创中心，强化产学研合作，开展核心技术

攻关、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打造盐碱

地种业创新高地。2023

年 5 月 ，

首届盐碱地技术创新大会在东营市举行，签署了

6 项合作协议，发布了 147 项重要成果。同时，当

地积极探索盐碱地科学利用模式，集成运用改良

技术体系，提升综合生产能力，形成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化是出路。走进东营

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润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林

下赤松茸种植区，扒开稻草，胖嘟嘟的赤松茸就露

了出来。在种植区指导采摘的项目经理王建设

说：“我们的赤松茸是市民体验采摘的热点项目，

目前已初步形成特色品牌；同时，赤松茸还用于市

场销售，年产值比较可观。”

山东润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苟水民

说，润松农业自 2012 年开始承包多块盐碱地进行

生态修复，因地制宜恢复自然林草植被，并在此基

础上发展生态循环林下经济，打造以适度猪羊养

殖为主线、种养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复合产业

体系，形成了全产业链循环产业园区。

昔日“白花花”，如今“金灿灿”。当前，东营市

加快盐碱地产业培育，大力发展盐碱地生态草牧

业、健康功能食品等特色产业，培育涉盐碱地科技

型企业 27 家；以融合发展理念拓展农业多种功

能，构建以“大生态、大牧场、大产业、大基地”为特

征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涌现出一批工厂化设施

农业龙头企业，初步形成生态畜牧、特色水产两大

百亿元级产业集群和 50 亿元级盐碱地特色大豆

产业集群，培育省级以上知名农产品品牌 35 个。

“留鸟”多起来了

眼下，正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

白鹳聚集到黄河三角洲繁育后代的时节。鸟类作

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是检验保护区生

态环境的“晴雨表”。

夏日的黄河三角洲，是鸟儿们绝佳的“育婴

所”。水面上、芦苇荡中，雏鸟的身影不时闪现。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朱

书玉说：“越来越多鸟儿在这里安家，种类是保护

区成立之前的两倍，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保护修

复工作打出的高分。”

近年来，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健康，提高

生物多样性，东营市以“线、带、面”修复为抓手，探

索黄河口湿地修复模式，维护黄河三角洲“河—陆—

滩—海”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水是生态之基。为改善河口地区生态环境，

推进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实施了河道疏浚、流路整治等工

程。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副

主任古金魁说：“疏浚整治初期并不容易，河道窄

且长、芦苇比人高，很多地方车开不进去，技术测

量人员只能步行摸索前进。如今河道输水通畅，

保护区生态补水量逐年增加。”

黄河河口管理局防汛办公室水调科科长聂莉

莉介绍，东营市投资 6500 万元新建、改建引黄闸口

6 个，自然保护区内的引提水能力从不足 40 立方

米/秒提升至 131 立方米/秒；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疏通水系 241公里，20余万亩主要湿地补一遍水所

需时间从 9 天缩短至 4 天。近 3 年来，保护区生态

补水 5.3 亿立方米，修复淡水湿地 28.2 万亩。原先

的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富集的湿

地，涵养水源、蓄洪和调节气候等能力不断增强。

在恢复水系循环连通的基础上，东营市采用治

理与恢复相结合的方式，以治理互花米草为先期任

务，结合潮沟疏通提高水文连通性，及时恢复盐地碱

蓬、海草床等原生植物，一体化推进恢复海岸带湿地

原生态。当前，保护区治理互花米草13.1万亩，修复

盐地碱蓬3.07万亩，修复海草床1500亩，达到了“一

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的良好湿地修复效果。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高

级工程师、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亚

杰介绍，目前保护区内鸟类种类从保护区成立初

期的 187 种增加至 373 种。

生态好了，不仅鸟儿多了，游客也慕名前来。

东营市将生态特色与文旅产业结合起来，探索以

“生态+”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和

特色产业发展，培育生态产业化项目，打造了以龙

居生态林场为代表的“生态+旅游”项目，以桑蚕

小镇、温泉小镇为代表的“生态+文化”特色民宿

项目等，构建起集生态修复、产业发展、休闲观光

于一体的生态产业集群。

油城变“绿城”

黄河之畔，一块块光伏板镶嵌在盐碱滩上，给

油气生产源源不断注入绿能。胜利油田孤岛采油

厂南 9-XN6 井区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出电量可直

接供给周边抽油机井，年发绿电约 55 万千瓦时，

相当于 10 台抽油机 1 年的用电量。

作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胜利油田不

仅地下蕴藏着丰厚的石油资源，而且地上孕育着

丰富的绿色能源。胜利油田高级专家朱铁军表

示，胜利油田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来发展光

伏产业：“头顶富光”，胜利油田主产区太阳能资源

较 丰 富 ，

年 等 效 利 用

小时数为 1200 小

时至 1300 小时；“脚下

余地”，拥有 78 万亩油气生产工业用地，井

场、站库等闲置土地可用于开发分布式光伏

项目，规模化未利用土地可建设集中式光伏项目。

立足自身油气生产场景，胜利油田光伏产业

发展驶入快车道，4 年间建成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435 兆瓦，年发绿电能力 5 亿千瓦时。今年以来，

油气生产用电“含绿量”达到 20%。

东营市因油而生、因油而兴，是全国重要的橡

胶轮胎生产基地、石油装备制造基地、高端纳米级

电子陶瓷材料生产基地。工业是东营的发展底

气，也是机遇所在。

在新一轮能源开发中，东营市将新能源作为

绿色低碳转型和培育新支柱产业的关键，加快清

洁能源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地

热、生物质能等，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

展，全力创建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

东营市广饶县是全国子午胎特色产业基地、

重要的橡胶轮胎出口基地，集聚了一批优秀轮胎

企业并产生集群效应。

如何让“黑轮胎”变身“绿产业”？近年来，广

饶县推动橡胶轮胎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全面提升自动化、信息化、集成化制造

水平，重点轮胎企业设备数控化率达 90%。主打

降低滚动阻力与提升耐磨性能的液体黄金轮胎、

几乎不产生噪音的电动汽车专用轮胎⋯⋯前不

久，这些“身怀绝技”的轮胎在第十四届中国（广

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上精彩亮相。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

来，东营市坚持以项目看实绩、以项目比高下、以

项目论英雄，经济发展持续向好、进中提质。今年

上半年，东营市 46 个重点工业项目投产，新增产

值 65.8 亿元；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8.7%，工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 13.1%。

东营市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先进制造业强市

建设紧密结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2023年，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7%，居山东省第一位；规上工

业营收突破万亿元大关，工业投资增长23.8%。

迈入“未来”赛道

在线上“数字超市”，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让企

业间建立供需关系和资源技术对接⋯⋯走进位于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营誉存数字创新中心，数

据、算法、场景三大数字撮合交易超市的大屏映入眼

帘，它们共同构成了该中心的线上公共服务平台。

东营誉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

树文介绍，该中心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大数

据领域，建设了由数据、算法、场景三大数

字撮合交易超市构成的线上公共服务

平台和数据、算法、场景、市场等线下

验证实验室，共同打造黄河流域首个

数实融合场景应用实验室。

目前，东营誉存数字创新中

心正在策划验证的一些重大

示范应用场景取得了显著

成 效 。 同 时 ，围 绕 低 空

经济、数字消费谋划落

地重点项目，建设了

低空经济场景创新

示范基地；引进京

东 物 流 ，建 设 了

东营京东物流供

应 链 产 业 基 地

项目。

山东优凯

飞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何 敏

说：“我们与

南京智慧航

空研究院等

科研院所合

作 ，共 同 建

设低空智能

技 术 创

新实验室，在

空 域 管 理 系 统 、反

无人机技术、特种无人机

研发、无人机精准授时降落等方

面开展技术研发。”

此外，东营誉存数字创新中心建立了

全方位的场景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场景挖掘、

打磨策划、对接路演、推广服务等全流程场景落

地工作，形成“数智+”能力和解决方案中心。

目前，誉存数字创新中心数字未来实验室数

字科技专家服务团汇聚院士、专家学者等 132 人，

数字化转型工程服务队吸纳本地数字企业专业工

程师 38 人；深入挖掘城市机会清单 64 项、场景能

力清单 114 项；“数智+”能力和解决方案中心汇聚

各类基础能力 38 个，解决方案 42 个。

近年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未来产业，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大力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强化，突破纳米级氧化锆、高铁

车轮等技术 20 余项；建成空天地信息产业园，低

空制造业、低空运维服务等新业态加速培育；引进

实施 29 个新能源项目，加快打造储能、氢能、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等装备制造产业链条。

立足资源禀赋，东营市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新

增长极。当地印发实施《东营市碳达峰工作方

案》，提出打造全国最大的百万吨级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出台《东营市氢

能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新型储能及储能产业发

展规划》，助力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今，黄河三角洲正经历生态蝶变，高质量发

展道路越走越宽。

坚持保护与发展同频共振
张念明 于 婷

推动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实施

的重点区域、叠加地带，在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具备优势，被誉为我国“最具有开

发潜力的三角洲”。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东营市通过

河道疏浚、流路整治、生态补水等措施，推进水系、

岸线、湿地等自然资源生态保护修复，为开展生态

产业化经营、打造黄河三角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典范奠定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

黄河三角洲不仅要有生态之“绿”，更要有发

展之“绿”。东营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

通过盐碱地生物育种、产能提升和生态化利用，将

盐碱滩变成丰收田。同时，以产业升级打造绿色

黄河三角洲，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绿

色、清洁能源，加强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绿色产业

的紧密结合，构建可持续的河口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保护与发展同频共振是应有之义。要科

学把握保护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站在高水平保护的高度谋划高

质量发展，通过高水平保护为高质量发展蓄积新

动能和新优势，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保护的系统性、协同性，努力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不断开创黄河三

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锚定“绿富共赢”，以新质生产力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未来对黄河三

角洲的保护和发展，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既要谋

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以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校

准产业发展方向，加强产业引导，继续推进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优势产业绿色

低碳转型，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

造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让黄河三角洲成为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地和样板区。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黄河尾闾黄河尾闾，，渤海之滨渤海之滨，，黄河裹挟着上游的泥沙滚滚而来黄河裹挟着上游的泥沙滚滚而来，，孕育了黄河三角孕育了黄河三角

洲洲。。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流域下游生态保护和防洪减灾的重点区域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流域下游生态保护和防洪减灾的重点区域，，山东省坚山东省坚

持生态优先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铺展开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的生铺展开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的生

动画卷动画卷。。作为黄河入海口城市作为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东营市发生的变化正是东营市发生的变化正是

生动缩影生动缩影。。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倪梦婷

山东能源集团在东营市河口区北部海域投资山东能源集团在东营市河口区北部海域投资建设的渤中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的渤中海上风电项目。。 胡友文胡友文摄摄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白琵鹭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白琵鹭。。 刘月良刘月良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