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旅游助力生态城建设
聊城奋力打造生态文明样板城
本报记者 刘铭

聊城在全省率先创建生态文明市，
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推进的
明显成效。“生态借贷观”指引着聊城的
科学发展，让聊城真正“以水为魂，以文
为脉”，向着生态文明样板城市迈进。

文化影响力转变
为城市竞争力

每个城市因位置不同、基
础不同、优势不同，选择的路
径和目标也就不同。聊城没有
山，不靠海，特色就在于水，拥
有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
东昌湖，与杭州西湖面积相
当，湖中环抱着一座面积 1 平
方公里、方方正正、格局完好
的宋代古城；历史上著名的京
杭大运河、徒骇河穿城而过，
水域面积占市区建成区的三
分之一，形成了“城中有水、水
中有城”的风貌。

如果说“水”是聊城的灵
魂，那么“文”便是其脉络。国
画大师李苦禅、历史学家傅斯
年、著名学者季羡林皆为聊城
名士。聊城在明清两代是全国
著名的文化城市，史称“江北
一都会”、“富庶甲齐郡”。

生态文明城市是个大范
畴，其要求发展生态经济、优
化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
建设生态社会等。聊城目前正
在努力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经
济增长极。拓展绿色旅游业、
发展生态工业、推进现代服务

业，这些工作聊城都在推进。
目前，聊城已经打响了“江北
水城·运河古都”的城市品牌，
计划把自身打造成济南乃至
山东的西花园，北京、天津等
大城市的度假基地。规划和建
设了 22 个重点旅游度假项
目，总投资 120 亿元左右。

在聊城城区，东昌湖旅游
风景区、山陕会馆、光岳楼等
老牌旅游资源被深度挖掘内
涵，在县区开发了马颊河天沐
温泉、景阳冈狮子楼、冠洲梨
园等旅游景点。聊城潜在的文
化影响力正在转变为现实的
城市竞争力，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正在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真正用绿色旅游业助力生态
文明样板城市的建设。

8 个县(市)区
全为生态示范区

2007 年，新一届聊城市
委、市政府认真学习领会中央
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市的要
求，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
决定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互促共赢的路子。

2008 年，聊城市委、市政
府召开建设生态文明市动员

大会。随后，开展了广泛深入
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出了“生
态是借贷而不是继承”、“GDP
增长不等于财富积累”、“建设
生态文明从我做起”等通俗易
懂的理念和口号；大力开展生
态文明县(市)区、生态文明乡
镇、生态文明社区、生态文明
企业等创建活动，使生态文明
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来，聊城市着力促进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融
合，牢固树立“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碧水蓝天”的理念，通过
狠抓生态文明市建设，不仅工
业实现了跨越发展，而且生态
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持续改
善，全市 8 个县(市)区全部成
为国家或省级生态示范区，全
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
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良好率保
持在 90% 以上；2011 年，聊城
获得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的称号。

经济发展与环保
互促共赢

发展生态经济，加快转方
式调结构的步伐。聊城市委、
市政府采取了“加、减、乘、除”

4 项举措，加快转方式、调结
构，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互促共赢。

在第二产业的定位上，聊
城则选择了发展生态工业。新
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
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风生水起。

除了绿色旅游业和生态
工业，现代物流业是聊城第三
个环境友好型增长极。为什么
要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业呢？这
也是聊城发展的一个优势。发
展物流中心要占很多土地，大
城市土地紧缺、地价昂贵，靠
近大城市的中小城市、交通枢
纽城市，是发展物流最好的地
方。聊城正好具备这样的条
件，而且历史上就是运河沿岸
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

这几年，聊城发展起在国
内有较大影响的香江大市场、
新东方市场、轴承市场、钢管
市场等；培育了千千佳物流等
一批骨干物流企业，茌平信发
集团带动起 3000 多辆斯太尔
载重汽车。目前，规划建设了
9 平方公里的聊城物流园区。
要知道，现代物流业也属于生
态服务业，对环境名副其实地

“友好”。
聊城古城区建起了三座城门和三座角楼。

（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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