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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罗棋布的抽油机，一
望无垠的盐碱地，难得一见
是绿树，这是东营曾经在记
者脑海中的印象。23日-24
日，记者跟随“蓝黄”两区走
基层报道团来到东营发现，

“黑色经济”闻名的石油城
变绿了，城区满目青翠，碧
水缠绕；市郊森林环抱，空
气清幽……油州变成美不
胜收的绿洲。

在龙居生态林场，上万
亩林木郁郁葱葱，成为绿色
的海洋。对于生活在林场周

边的居民来说，到这里晨
练、避暑已成为他们不二的
选择。龙居生态林场场长隋
湘滨说，这个林场规划面积
4万多亩，目前已经造林3万
多亩，栽种了30余种、340多
万棵树，将打造成为集森林
公园和郊野旅游度假于一
体的休闲胜地。

在东营，类似规模的林
场还有10处，规划建设30处，
新增造林面积80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高6个百分点以上。在
中心城区今年将重点改造提

升10处城市公园，让居民出家
门5分钟就能见到大片绿地。

关于东营生态建设，有
一个笑话：上世纪90年代，
一家电视台举办森林知识
竞赛，主持人问：“山东省哪
个城市的电线杆比树多？”
抢答者脱口而出：“东营。”

滚滚黄沙东入海，东营
作为黄河入海口，由于濒临渤
海，土壤严重盐碱化，平均
17‰以上的土壤含盐量，使东
营一度被列为绿化的“禁区”。

“鸟无枝头栖，人无树乘凉”成
为建市之初的真实写照，因此
有了“年年种树不见树，电线杆
子比树多”的无奈调侃。

“以前是短板，今后将
是竞争力，生态也会成为东
营的潜力所在。”东营市林

业局局长乔来秋说，作为
“蓝黄”两区唯一全境覆盖
的城市，城市生态绿化成为
东营市的首要任务。环中心
城建7处生态林场，还规划
了林场周边的道路，方便市
民来游玩，也方便来发展林
下经济，让城市因绿更美，
让市民因绿更富。同时沿黄
河、沿海建设林带，在盐碱
荒滩上建一座生态之城。

如今的东营，逐渐呈现
出森林环抱、湿地相间、水系
环绕、绿荫棋布的美丽景观。
根据规划，东营将建设“一环
三带七场九湿地”环城生态工
程，建设100公里环城绿道，形
成绿地湿地面积305平方公
里，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让
东营由油州变黄河绿洲。

昔日电线杆子比树多，如今森林环城景观美

“蓝黄”叠加区，油州变绿洲
文/片 本报记者 邢振宇

以前“来者不拒”

现在“挑肥拣瘦”
东营招商由“引资”变“选资”

23日，在东营港经济
开发区采访，记者感受最
深的是两家世界500强企
业主动找上门希望在东
营港投资。“蓝黄”两大战
略实施以后，不仅给东营
带来了优惠政策，还让招
商引资更具吸引力。

作为“蓝黄”两区唯
一全境覆盖的城市，东营
迎来难得机遇，打造东营
港成为黄河三角洲区域
中心港，全力打造东营港
开发区成为黄蓝经济先
行区，东营经济开发区创
建“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发展就需要项目，
项目就得靠招商。但是与
前几年来者不拒不同，如
今身处转型升级的东营
在招商时开始“挑肥拣
瘦”。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招商明确要求，世界500
强、国内500强、行业100
强企业，招商由“引资”变

“选资”。
“美国空气化工和德

国巴斯夫公司前不久主
动找到我们要来投资，这
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东

营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隋华杰说，“蓝黄”
两大战略让东营港名气
大增，现在对外招商不再
注重出政策，更多是提要
求。“如果不是符合要求，
投资10亿的也不要，今年
上半年有 2 7 个项目被
拒。”

门槛高了，招商并没
有受影响。目前，中石化、
中海油、大唐、韩国GS等
世界500强和央企纷纷落
户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东
营经济开发区新引进了5
万套高速铁路配件、专用
汽车改装及车载电子装
备、ATV极限挑战赛等
优势项目。

敢于“舍”，体现的是
真知灼见的眼光，大胆

“ 拒 ”，则 是 为 了 更 好
“引”，更快发展。如今的
“淘汰出局”，是为了今后
的碧水蓝天。只有这样，
招商引资才会拥有“挑”

“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才能真正引进一批重大
项目，为“蓝黄”两区建设
加油。本报记者 邢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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