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阚劲松 ) 作为滨
州市争创国家园林城市的一票否
决项，珍珠湖黄河三角洲植物园
工程将力争在明年3月1日动工，
建设总工期控制在2013年6月30

日前竣工。
12月7日下午，市政府召集各部

门召开专题会议，对珍珠湖黄河三
角洲植物园进行责任分工并安排
进度。

据了解，珍珠湖黄河三角洲植
物园工程为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是
争创国家园林城市的必备项目，按
照计划，该工程力争2012年3月1日
动工，开始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建
筑施工视现场情况适时开工。

按照规划设计方案，珍珠湖黄
河三角洲植物园将建成鲁北地区
最大的集苗木科研、科普教育、游
玩休憩于一体的植物园。该项目按
照规划占地158万平米，位于长江
四路至长江六路，新立河西路至秦
皇河之间，概算投资5 . 9亿元，按照
国家园林城市验收时间要求，该项
目需在2013年6月份建成。

据了解，目前滨州市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作
为滨州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必备
项目，珍珠湖黄河三角洲植物园的
建成与否至关重要，是一票否决项。

珍珠湖植物园
明年3月动工
能否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该植物园是一票否决项

拥有240公里海岸线，却没有
一个像样的港口，是山东省重要
的原盐生产基地，长期以来却在
背向海岸发展，几百年延续下来
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滨州
这座沿海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个沿海
城市飞速发展，快速崛起。大船出
不去，商客进不来，一段时间内滨
州的沿海发展被几十公里长的泥
滩和闭塞所困扰。如何打破瓶颈，
何时建成一流港口，怎么面向海
洋发展，一段时间内这成了滨州
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心结。

蓝色大门徐徐打开

“北海经济开发区和滨州港
建设，再苦、再难、再悲壮也要干！
要整合一切资源，调动一切力量，
举全市之力加快北海经济开发区
和滨州港建设，全力推动滨州加
快步入滨海发展的新时代。”2011
年5月19日，在全市科学发展现场
观摩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邓向阳坚决地说。

发展滨海经济、建设滨州港
的梦滨州人做了几十年，经过不
懈努力和追求现在蓝色大门终于
敞开。2003年，滨州市委、市政府
在沿海生态开发带暨防潮堤开工
动员大会上就确定了“北带开发”
的思路。“北带”主要涉及滨州市
黄河以北的无棣、沾化、阳信、滨
城4个县区。2005年，为纵深推进
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重新启动
滨州港建设提上议程，“以港兴
市”的发展战略最终确立。

在北带开发基础上，2007年
滨州开始筹划建设北海新区，按
照“港口先行、以港带工、以工兴
区”的总体思路，大力发展临港产
业，推进港口、产业、新区的互动
发展，不断提升区域内产业竞争
力。北海新区建设正式提上议程。

2008年2月，北海新区党工
委、筹委会成立，北海新区以港带
区，以区促港，港口先行的发展思
路最终确定，北部沿海的开发建
设力度也逐年加强。2010年3月29
日滨州决定成立滨州临港产业
区——— 北海新区，并于4月2日在
北海新区隆重举行了高规格的北
海新区管委会揭牌仪式及北海新

区开发建设誓师大会。

荒地上建成现代城

6日上午，滨州小雨，汽车沿
国道237一路向东北行驶，进入
北海新区地界后却发现此地雾
气蒙蒙。北海新区工作人员解
释，海平面以下的地势和海陆相
交温差大的缘故造成了北海新
区独特的气象。

除去地势、气象与滨州其他
县市不一样外，北海新区的发展
也明显异于其他。汽车一路北上，
数十公里道路两旁空旷无物，遍
地枯草和养殖水池连片的景象让
人感觉到未曾有过的荒凉和一股
跳跃而起的希望。

渐入新区，道路明显宽阔，
马路两旁是令人目不暇接地建
设工地，这让半年前曾来过北海
新区的记者大叹变化之大。“在
我看来这里是一天一个变化。”
北海新区相关负责人樊福军告
诉记者，就连眼前的这段柏油马
路也是前几天刚建成通车的，公
路通车、厂房开建、绿化延伸、水
电通讯覆盖面扩大，自2010年4
月新区挂牌后，原先这片寸草不
生荒无人烟地地方每天都在发
生着惊人地变化。

樊福军介绍，眼前的起步区
在一年前就是一片荒地。经规划，
现在它已经形成了占地50平方公
里，投资26亿元，拥有总长54公里

“九横十二纵”21条道路、17座桥
梁及配套工程，水、电、路、通讯等
基础配套全覆盖的生产、生活综
合区。

“从这向东是规划中的沿
海新城，往北是建设中的滨州
港和物流区，”樊福军兴致勃勃
地介绍，到今年年底，2×3万吨
级码头及附属工程建成达到靠
泊条件，海港港区已建成东、南
防波堤，形成14 . 86公里深水岸
线，可建设3万吨级以上深水泊
位5 0多个，港区公路路面工程
和码头陆域堆场硬化工程、完
善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进港建
设后，明年上半年可以实现正
式运营，这将彻底结束滨州背
靠大海、封闭发展的历史，最终
驶向深蓝海域发展。

生态是高效发展之本

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的核心区域、蓝色经济“一
核、两翼、多节点”总体布局的核
心区，目前北海新区聚集了一大
批高效产能项目，其中汇泰“一水
多用”的海盐化工模式成为该区
发展的典型范例。

在汇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看到一个个巨大的厂房、一
座座轰隆隆的机器正在高速运转
中。樊福军介绍，汇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涉及海水养殖、晒盐、盐化
工、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行业，
是山东省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
位、山东省第一大海水制盐企业，
初步形成了原盐生产、盐化工、海
水养殖、风电开发、生物技术五大
产业。

“一水多用，真正做到无污
染、无浪费。”樊福军说，该公司利
用独具特色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
链和磷化工及磷石膏废渣综合利
用产业链进行，每个环节都被利
用起来，发展循环经济，综合利
用，真正做到了零排放和无污染。

“之所以要发展高效经济，
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护生态，建
设干净、美丽新家园，生态才是
一切之本。”北海新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区在规划建设上非
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为此新
区按照“城市公园”到“湿地野
趣”的规划节奏，规划了“城市
新貌区、城市湿地过渡区、湿地
公园区、天然湿地景观区”四大
板块、“北海新晖、故道烟波、坡
垄戏沙、浦口红云、平滩坐钓、

长 渚 集 鸥 、欹 馆 晚 晴 、芦 荻 秋
风”八个主要景点的链状城市
滨水文化休闲景观带，整体建
设 承 接 北 海 明 珠 湿 地 公 园 规
划，构成完整的北海新区湿地
公园规划体系。

三大瓶颈仍在制约发展

“宣传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这是很致命的。”北海新区党政
办副主任张新全开门见山地告
诉记者，尽管北海新区已经打开
通向海洋的大门，但目前看其在
外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远远
不够。张新全告诉记者，他最直
接地感受就是许多滨州当地人
都不了解北海新区，不知道滨州
居然还有这么个港口城市。

经验困扰新区发展，说起北
海新区的发展，该区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80%以上的工作人员
年龄在35岁左右，“边学边干边
干边学”，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处在这样的状态，尽管国家、
省出台了指导性发展规划，但有
时经验不足的情况仍在困扰新
区发展，“现在几乎每周我们都
会请滨州或者外地专家来这讲
课培训，礼仪、商贸、规划等各种
知识和经验都很需要。”

基础设施仍需加大建设。据
了解，尽管2010年滨州市将该年
确定为“基础设施建设年”，北海
新区也陆续投入26亿元，在起步
区建成“九横十二纵”道路、17座
桥梁及配套工程，但随着新项目
的进驻，基础设施仍需加大投资
建设才能更得上现有项目落地
速度。

巧借“黄蓝”优势 突破发展瓶颈

北海新区正全速驶向深蓝
本报记者 张凯 王晓霜 通讯员 樊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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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双跨“黄蓝”，占尽了区位优势，在全国
要聚焦黄蓝发展，滨州自然当仁不让地成为话题
的中心，而在滨州要谈黄蓝两区战略发展，北海
新区，一个不足150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则是一个
怎么都绕不开的地方。

从一片荒无人烟盐碱满地的不毛之地，到现
在的遍地商机“鸟语花香”，北海新区的发展模式
和成长过程值得人们思考。

图为汇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水多用”的海盐化工模式中的“机器收盐”部分。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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