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区”融合，错位发展，统筹推进，真抓实干

黄蓝战略两年 滨州华丽转身
通讯员 张宝国 王栋 记者 张凯

今日滨州 C03
2011年11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张峰 组版：叶蓓

焦点眼

政策支持

滨州会更好

国家《规划》批复后，
国土资源部与山东省政
府签订了省部合作协议，
在滨州开展未利用地开
发管理改革试点。山东省
政府出台了《关于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未
利 用 地 开 发 利 用 的 意
见》，在滨州设立“未利用
地 开 发 管 理 改 革 实 验
区”。对未利用地开发，省
里在审批、资金、项目等
多方面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
委批准设立了黄三角产
业投资基金、蓝色经济区
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安排
中央分成的矿产资源补
偿费予以倾斜；国家和省
政府安排了每年 2 4亿元
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两
区”建设。

在用足用好国家及
省有关政策的同时滨州
市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

“ 两 区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关于鼓励扩大投资
和吸引外资的意见》等政
策文件，在土地支持、财
政支持、金融支持、收费
规定、服务机制等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
引外商投资合作。市公共
行政审批中心和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的阳光审批
平台和阳光交易平台健
康运行，为项目建设提供
了科学运作机制。

“曾被遗忘的黄河三
角洲一旦发展起来将在全
国乃至全球产生很大的能
量。”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
永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黄三角地区具有
正在向国际性区域经济强
区发展的巨大潜力，滨州
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北上南下，招商求贤谋发展

滨州市坚持把招商引资与
招才引智作为深入推进“两区”
建 设 的 重 要 举 措 ，今 年 先 后 在
香 港 、台 湾 、浙 江 、福 建 等 地 开
展 大 型 招 商 活 动 ，成 功 举 办 第
二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 经 贸 洽 谈 会 、第 九 届 国 际 家

纺 节 等 系 列 活 动 ，共 达 成 签 约
项 目 1 4 6 个 ，涉 及 金 额 达 1 6 6 2
亿 元 。来 自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等
近 1 0 个 国 家 的 5 5 名 博 士 、专 家
与滨州市企事业单位签订 5 6项
合作协议。近年来，滨州市实施
了引进海外人才的“ 5 2 6工程”，

在 美 国 、日 本 等 国 家 建 立 了 1 0
处 引 才 工 作 站 ，落 实 国 外 引 智
项 目 9 4 个 ，引 进 外 国 专 家 达 到
1 9 5人次。

目 前 ，滨 州 形 成 了 纺 织 家
纺、装备制造、油盐化工、粮油果
蔬加工、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主导产
业健康发展的产业体系。全市上
市公司达到14家，培育了一批国
内同行业领军企业和一大批主
营业务收入过十亿、上百亿、超
千亿的骨干企业。

未利用土地、海域助力滨州腾飞

滨 州 市 版 图 面 积 、人 口 和
未利用地都占到整个黄河三角
洲 地 区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拥 有
海 岸 线 2 4 0 公 里 ，未 利 用 地 达
1 8 2万亩。大量的未利用地和海
域 ，成 为 滨 州 市“ 两 区 ”建 设 的
突出优势。

国 家《 规 划 》批 复 实 施 后 ，
2010年4月，在盐碱荒滩上，北海
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启动了50
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建设，并由山
东省政府正式批准为省级经济开
发区。为积极推进未利用地开发
管理改革试点工作，滨州市以北

海经济开发区为主体，将包括沾
化、无棣两县的部分区域作为未
利用地开发利用试验区。对区域
内百万亩未利用地，科学合理划
定生态保护用地、宜农开发用地
和建设用地范围。科学规划建设
占用未利用地备用区，建设“飞地

经济”实验园，用于高效生态产业
项目建设，为国内外企业家合作
创业提供条件。今年 1 0月份，滨
州市启动 1 2 . 5万亩的未利用地
开发起步区建设。计划5年内，完
成 5 0万亩土地开发整理任务和
20万亩建设用地开发任务。

交通条件改善，区位优势明显

滨州北接京津冀，西靠省会
城市济南，与天津滨海新区海上
距离60海里，距首都北京三个小
时车程，是山东省的北大门。

国家“黄蓝”两区《发展规划》
实施以来，滨州不断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承载产业发展的基础条
件进一步改善。滨州至济南高速

公路、沿海高等级公路、滨州港至
荣乌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各项前期
工作正在顺利推进。滨州港是国
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发展规划》中的四大港口之一，港
区17公里一级公路和港口两个3
万吨级泊位年底将建成运营；高
等级疏港公路已经建成通车。按

照4C级支线机场标准建设的大高
通用机场，已列入国家“十二五”
民航发展规划和山东省“十二五”
发展规划。既有铁路和正在建设
的德滨烟国家干线铁路、规划建
设的黄大铁路，将使滨州区位优
势进一步成为发展优势。

长深高速、荣乌高速等四条

高速和在建拟建的滨德高速、济
滨高速共六条高速公路及两条国
道在滨州市境内穿越或相交。滨
州成为我国东北地区、京津地区
连接华东地区和长三角中心城市
最顺直、最便捷的通道节点，是交
通部确定的国家级公路运输主枢
纽城市。

生态优化，城市品位日益提升

根据国家《规划》，滨州坚持
生态优先，以打造“粮丰林茂，北
国江南”、“四环五海，生态滨州”
为统领，着力进行城乡生态环境
建设。

滨州市围绕建设生态滨州、
美 丽 滨 州 、幸 福 滨 州 的 目 标 定
位，按照“四环五海、生态滨州”

规划，以“大空间、大水面、大绿
地”为中心城市建设特色，注重
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打造了一个集林草、蓝天、湖水
于一色，融产业、生态、文化为一
体，“四环”拱卫、“五湖”映衬、

“7 2湖”相间、“108园”点缀的生
态园林型宜居城市和国家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滨
州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文
化环境建设。黄河三角洲气象保
障中心已经奠基。数字滨州地理
信息公共平台建成启用滨州市
被授予“全国数字城市建设示范
市”。黄河文化博览园、孙子文化
产 业 园 、渤 海 革 命 老 区 机 关 旧

址，以及滨州新、老八景建设，与
即将建成使用的市博物馆、图书
馆 、文 化 馆 和 大 剧 院“ 三 馆 一
院”，使城市充满浓厚的文化气
息和文化氛围。市民体育中心、
文化中心、活动中心和市民公共
卫生中心加快完善和建设，城市
功能不断完善。

“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已经实施两年多，“黄三角”晋身国家战略也刚好两周年，两年来，滨州市作为黄河河三角洲
区域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国家两个规划的叠加区域，，抢抓机
遇，以黄蓝“两区”规划为统领，努力实施“123456”的总体发展布局，“两区”融合，错位发展，统筹推进，真抓实干。

两年来，滨州市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建设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单位位、企业
和个人。即日起，本报将开设“黄蓝战略实施两年，本报记者滨州探发展”专栏，实地探访各行各业的发展，感受滨州州经济的脉动。

“筑巢引凤”

搭人才舞台

黄三角建设需要产业
驱动，更需要科技和人才的
强力支撑。为给高层次人才
大显身手创造良好环境，滨
州市先后出台20多个综合
性文件及配套政策，形成了
聚集人才、培养人才、激励
人才的良好机制。目前，有
19位“两院”院士与滨州长
期合作，有46名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13名省部级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和一大批国内外来滨专家
为“两区”建设贡献才智。

滨州高度重视人才创
业、科技研发的载体建设。
目前，建有院士工作站3个、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个，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个、省
级工程实验室3家、省级以
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个，
以及一大批省级重点实验
室、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支持企业及重大产业化项
目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技术研发中心和科技创新
平台，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提供广阔空间。

滨州首个大型植物园——— 黄三角珍珠湖植物园将成为黄三角生态明珠。（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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