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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足足乡乡村村旅旅游游契契机机，，埕埕口口以以旅旅兴兴镇镇

立足生态修复，黄河岛尽显旖旎风光

科学规划生态修复

打造绿色氧吧

夏季，黄河岛上弥漫着紫
花苜蓿的芳香。自2 0 1 1年春季
开始，中喜控股在黄河岛上进
行盐碱地改良苜蓿种植实验，
通过持续实施农业、水利、林
业、水生物等盐碱地改良措施，
以林草间作模式种植苜蓿，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由于采取林草间作模式，苜
蓿封闭了树下85%的地面，起到
了平稳地温、调节空气湿度、提
高土壤水分和养分、土壤固氮、
治理盐碱的良好效果，大大提高
了树木的成活率，实现了土地综
合利用可持续发展，为黄河三角
洲盐碱地改良与草林发展提供
了范例。

同时，把植树造林作为改
善黄河岛生态环境的重头戏，
从2 0 1 0年开始，按照适地适树
的原则科学营造混交林，建起
了1 . 5万亩的生态林场。如今岛

上已形成了路域林网、农田林
网、水系林网“三网合一”的生
态体系，在无棣东北部构筑起
了一道绿色保护屏障。据计算，
生态林场每年可增加林木蓄积
量1 . 6万立方米，增加产值1272

万元；涵养水源、保持土壤、固
碳制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空
气等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
10008万元/年。

在春生夏长的季节，漫步黄
河岛生态林场的林荫小道，呼吸
着清新空气，欣赏白蜡多姿、槐
花垂紫、柽柳依依的变换，会令
人不由陶醉。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

打造科普教育基地

黄河岛最大的特征是黄河
古道，其独特的生态湿地系统极
具代表性，对研究黄河古道生物
演变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2012

年12月黄河岛国家湿地公园试
点建设获批。两年来，按照“生态
优先、修复为要、合理利用、持续
发展”的方针，中喜控股采取引

水排淤压碱，分隔水域，种植多
样性水生植物、耐盐碱植物等方
法，先后修复芦苇湿地3 0 0 0多
亩，植被修复2000多亩，鸟类栖
息地2000多亩，把一片荒无人烟
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了水草丰
盈、水质清新的海河湿地系统，
吸引常年栖息和迁徙经过的鸟
类达180多种。

为普及湿地知识，让人们更
多地认识湿地、了解湿地、爱护
湿地，2013年投资建设了黄河岛
湿地科普馆，展出动植物标本8

大类700多种，并建起了生态文
明科普宣教中心。2015年1月，黄
河岛被认定为全国野生动物保
护科普教育基地。

在做好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的基础上，黄河岛积极创建休闲
渔业园区，发展绿色生态水产养
殖，目前已建有2万亩高标准养
殖基地，成方连片的衬砌池塘水
波映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并通过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
发展渔农结合、渔牧结合、渔林
结合、渔游结合的高效生态循环
农(渔)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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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日讯(通讯员 杨
健 李凤仙 郑玉菲 记者
王茜茜)6月25日，山东省副省长
季缃绮到无棣县埕口镇水沟村
实地考察乡村旅游发展，高度赞
扬了埕口镇乡村旅游工作。近年
来，围绕“山海古邑，儒风无棣”
旅游定位，埕口镇确立了“环境
立镇、旅游兴镇、生态富镇”的

“三位一体”工作思路，以转方
式，调结构为抓手，通过工业、农
业、林业项目、新农村建设等与
旅游业发展相衔接，形成了全镇
上下重旅游、抓旅游、兴旅游的
良好环境。

埕口镇克服土地“盐碱”及
淡水资源匮乏现状，规划种植
了5600亩的生态片林区，极大
地改善了辖区生态环境。同时，
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累计投入资金4395万元，硬化
道路77 . 5公里，修葺边沟94公
里，铺设胡同58万平方米，栽植
各类绿化苗木28万余株，安装
路灯1160盏，粉刷墙面27万平
方米，新修村民健身广场29个。
实现辖区所有村庄“三化”全覆
盖，全镇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
化。

2015年以来，埕口镇快速推
进旱厕改造工作，以水沟村为试
点打造试点样板村，完成全村
300户的旱厕改造，有效的推进
了百姓人居环境的改善，解决了
农业、林业项目、新农村建设等
与旅游业发展相衔接问题，为发
展特色乡村旅游提供了有力保
障。

埕口镇是传统的渔业城镇，

水沟村作为传统渔业村，渔家民
俗浓郁，有丰富的沿海湿地观光
资源，渔业养殖、盐田观光片区
密布，毗邻省级原生态旅游景区
贝壳堤岛，即将修建的环渤海高
速公路从村南部穿过。

依托水沟独特的资源、区
位优势，埕口镇确立了大力发
展水沟渔家乐，打造“海上人
家”旅游品牌的发展思路。自
2 0 1 4 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2000万元，建设完成了游客服
务中心、乡村游别墅等硬件基
础设施；全村累计完成47户乡
村旅游经营业户“改厨改厕”工
作；水上餐厅主体建设已完工。
同时，成立了“无棣水沟堡乡村
旅游合作社”、“海上人家乡村
旅游专业合作社”，对所有乡村
旅游经营业户进行统一的管理

和运营，“把渔家的生活印在记
忆里”的水沟渔家乐品牌化、产
业化发展模式逐步确立。

同时，充分利用媒体、宣传
手册、信函、网络、旅游宣传牌等
形式加大对埕口镇的旅游宣传；
积极参加各大旅游展销会、渔业
博览会，将埕口虾酱、花蛤、文
蛤、毛蛤、蛏子、梭鱼、梭子蟹、琵
琶虾、虾皮、半滑舌鳎等特色海
产品推向市场，全面展示了埕口
镇旅游的良好形象。

下一步，埕口镇将通过以点
带面的发展方式，以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的，以水沟村为点，依托
镇域内自然生态、田园景观、民
俗文化等产业以及独特的海洋
资源，带动全镇旅游有序发展，
使乡村旅游成为埕口镇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

渔家乐业主修建的“海上人家”的渔家码头。 通讯员 伊双燕 摄

进入夏季，黄河岛上绿
肥水美、花香飘溢、沙鸥翔
集……尽显一派怡人的和谐
风光。多年来，中喜控股投资
集团致力于盐碱荒滩的生态
修复事业，，按照“生态优先、
修复为要、合理利用、持续发
展”的方针，科学规划生态文
明，加大投入发展高效绿色
产业，持续打造黄河三角洲
生态文化旅游岛。

本报通讯员 明秀云 杜秀峰
本报记者 王茜茜 在树林间作花草，既改善了生态环境，也成为一道自然景观。

旅游快讯

邹平旅游推介会
来到黄河入海之城东营

本报7月1日讯(通讯员 田
芳 记者 王茜茜) 为进一步
提升邹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
扩大“范公故里·山水邹平”旅
游产品在东营客源市场的占有
率，近日，邹平县在黄河入海口
东营市举办了旅游推介会。

推介会上，邹平县以整体
推介和各大景区重点推介的
方式介绍了全县的旅游资源
和政策，并通过媒体合作开辟
旅游专栏的方式有奖问答派
送邹平知名景点门票，举行了
百万石油工人免费游邹平启

动仪式，与广饶县签订了万人
旅游互送签约仪式，在东营社
区发放宣传资料展示邹平形
象。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
动，展现了邹平近几年的旅游
发展情况和邹平旅游的魅力，
为东营人民认识、了解邹平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在一定程度
上巩固并开拓了东营客源市
场，加强了与东营旅游企业的
交流合作，有利于实现双方优
势资源互补、推动两地区域旅
游共同发展深度联合、推动邹
平旅游跨越式发展。

本报7月1日讯 (通讯员
王婷 记者 王茜茜 ) 近
日，由雪花山旅游度假村和邹
平县广播电影电视中心联合
举办的“雪花山”杯彩跑活动
在雪花山度假村广场启动，吸
引了来自邹平县的500多名彩
色跑爱好者参加，300余名亲
子参赛者完成2公里彩跑，200

余名成人参赛者完成5公里彩
跑。

活动中，500多名彩色跑
爱好者按照号码牌分成2个方
阵依次出发，途中经过“蓝色
海洋”“紫色沙漠”、“激情之
火”等7个彩粉播撒站点，每经
过一个站点，人们便接受一次
色彩的洗礼。参加彩跑活动的
有意气风发的少年，有白发苍
苍的老人，有浪漫的情侣，还

有 被 爸 爸 扛 在 肩 上 的 孩
子……当大家回到终点都身
披“彩虹战袍”，五颜六色的彩
粉带给大家彩虹般的好心情，
欢笑声不绝入耳。

雪花山旅游度假村占地
5200亩，以生态、自然、人文为
特色，集草坪主题公园、酒店、
商务宾馆、物业管理、山泉水
等产业于一体，是山东省规模
较大、设施设备较完善的旅游
度假村。度假村多年来一直关
注全民健身运动，每年都举办
游泳培训班和各类青少年才
艺大赛。今年雪花山依托5200

亩自然山林和80余万平方米
观赏草坪，启动雪花山草坪主
题公园项目，打造“齐鲁坝上
草原”婚纱摄影基地和亲子游
活动基地。

500余名市民

齐聚雪花山爱乐跑

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王
茜茜) 日前，滨州市旅游局官
方网站对外公布2015年第一季
度旅游投诉情况，记者了解到，
第一季度全市累计接听旅游投
诉咨询电话69个，受理有效旅
游投诉1件，正在办理1件，共为
游客挽回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9526元。

在接受的有效旅游投诉案
件中，从案件来源看，书信、信
函等方式投诉共计2件；从投诉

类型分布看，出境游投诉2件，
占总数的100%，同比上升100%；
从投诉对象看，针对旅行社的
投诉2件。

根据旅游投诉案件分析，
游客的投诉和咨询事项主要涉
及境外购物退换货不及时，游
客与旅行社解除、变更合同后
旅行社扣费不合理，导游员、领
队和景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
强等问题。

全市一季度旅游投诉
出境游占比高

彩跑爱好者一起享受色彩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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