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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量量接接纳纳游游客客，，景景区区或或被被追追刑刑责责
《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垦垦利利撤撤县县设设区区，，东东营营结结束束““飞飞””区区历历史史
原来东营区、河口区相隔几十公里，如今实现“六区连片”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们节假日越来越倾向于到风景名胜区放松身心，而各种不文明行为的出现也让风景
名胜区的日常管理保护、长远规划等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2日，山东省政府法制办就《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征求
意见稿）》（下称“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本报记者 万兵

风景名胜区规划
编制前要征民意

在此前的《山东省风景名
胜区管理条例》中，从报批程序
上看，风景名胜区可分为国家
重点、省级、市县级三类。此次
条例则明确规定，风景名胜区
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
风景名胜区。

针对风景名胜区的资源常
常遭受人为破坏，此前的管理
条例要求政府和相关部门，共
同做好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工
作。但本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风景名胜资
源的义务，并有权制止、检举破
坏风景名胜资源的行为。

而且，在风景名胜区的规
划方面，要求也更为严格。编制
风景名胜区规划，应当广泛征
求有关部门、当地居民、社会公
众和专家的意见。风景名胜区
规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

布，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

核心景区内
禁止建宾馆

此前，为了让城市更加“显
山露水”，济南市相关部门曾提
出推进开元寺入口等周边环境
提升改造，针对鱼翅皇宫建筑
群等严重影响山体风貌景观的
建筑加快方案的研究等一系列
措施，推进大千佛山周边环境
整治工作。

本条例中对于景区的保
护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禁
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
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
区、度假区或者在核心景区
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
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
资 源 保 护 无 关 的 其 他 建 筑
物；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
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在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
车、索道、水库、铁路、高等级公
路等重大建设工程，也必须按
照条例相关规定，报经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前进行项目
选址方案核准。

除了这些大工程，在景区
内设置、张贴商业广告，举办大
型游乐、演艺等活动，从事影视
拍摄等一系列活动都必须经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有
关主管部门批准。

景区管理机构
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为加强风景名胜区的日常
管理，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门
票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责
出售。禁止出让或者变相出让
风景名胜区门票专营权。门票
价格的确定和调整，依照有关
价格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入
和 风 景 名 胜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费，应当专门用于风景名胜
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以及风景
名胜区内财产的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损失的补偿。

风景名胜区内的商业、食

宿、广告、娱乐、专线运输等经
营项目，应当由风景名胜区管
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风景名胜区规划，采用招标等
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经营者，
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给风景名
胜区内的居民经营。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不得
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
动，不得将规划、管理和监督等
行政管理职能委托给企业或者
个人行使。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的工作人员，不得在风景名
胜区内从事经营活动，不得在
风景名胜区内的企业兼职。

此外，风景名胜区内的自
然景观、景物，应当允许游客摄
影、摄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圈占摄影、摄像位置，不得向摄
影、摄像的游客收取费用。

景区刻字立碑
最高可罚20万元

对于一些违反规定的行
为，条例的处罚也更为明确
和严苛。条例规定，未经风景

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在风
景名胜区内进行影视拍摄、
演艺活动，刻字立碑、设立雕
塑，采伐树木等活动的，除了
要进行补救、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还将并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近几年，景区承载量也
是社会关注的话题，景区超
载不仅容易造成游客滞留，
还有可能引起大规模踩踏事
件等。条例规定，有超过允许
容量接纳游客以及未设置风
景名胜区标志和路标、安全
警示等标牌等行为的，由设
立该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
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即日起，公众可以登录
山东政府法制网“政务大厅-
法 规 规 章 草 案 意 见 征 集 系
统”、发送邮件至 s d f z b y c@
163 . com或通过信函等方式
将意见寄至山东省人民政府
法制办公室反馈意见，截止
时间为2016年9月1日。

2日，东营市垦利区成立大会在垦利举行。经国务院和省政府
批准，东营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垦利县调整建制撤县设立

“东营市垦利区”。垦利撤县设区今年1月份启动报批程序，6月8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从上报方案到正式批复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本报记者 崔立慧 孙川
段学虎

市辖两区变三区
可规划城区面积翻番

根据中共东营市委、东营
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垦利县
设立垦利区的实施意见》，垦利
撤县设区后，以原垦利县的行
政区域为垦利区的行政区域，
原管辖区域、人口、政区划分、
国有资产和债权债务关系保持
不变。在民生保障方面，社会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标准，
以及机关干部、事业单位人员
工资待遇、津补贴，2至4年内逐
步调整到市辖区水平。

此次区划调整后，东营市辖
3区2县（东营区、河口区、垦利
区、广饶县、利津县），市区面积
扩大到5776平方公里，其中可规
划城区面积从原来的1225平方
公里扩展到2900平方公里，市区
户籍人口增加至127.7万人。

垦利和主城区
早已经“市县同城”

垦利撤县设区后，东营市
包括东营区、河口区、垦利区、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营港
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生态
旅游区在内的整个东部沿海区
域连为一体，在东营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申长友看
来，这将有利于东营市对整个
沿海地区的统一规划，推进资
源互补、产业互动、基础设施互
通，打造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

东营市是全省唯一全部纳
入黄蓝两大国家战略的市，是
环渤海重要节点城市和京津冀
协同发展城市，面临良好的发
展机遇和优势条件。但由于区
划设置不合理，严重影响区域
整体优势的发挥。垦利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与中心城连为一
体，“市县同城”，却难以纳入市
区统一规划，河口则因垦利间
隔，与中心城区相隔几十公里，
形成了“飞区”架构。

国内存在这样“飞”区的城
市并不多，而垦利与东营中心城
区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垦利
东、中、西分别由数条主干道与
东营主城区连通，此外，机场、黄
河入海口风景区等也在垦利，很
多垦利人在东西城上班。”垦利
居民小吴认为，“近几年东营城
区向北发展的趋势很明显，与东
营中心城区的联系最为密切。”

东营作为黄河三角洲中心
城市，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
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经济、人口规模小，城市发展空
间不足，实际可规划城区面积
只有1225平方公里，在全省17
市中居第14位，难以发挥应有
的辐射带动作用。垦利撤县设
区后，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上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提升中
心城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工作人员正在换上垦利区人民政府的牌子。 本报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杜双全 摄

垦利是我国最年轻的土地，
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土地后备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拥有未利用土
地130万亩。域内矿产丰富，石
油、天然气、卤水、地热等资源富
集，胜利油田油气产量的43%、
探明油气地质储量的45%出自
垦利地下。境内海岸线全长
142 . 8公里，滩涂面积3 . 6万公
顷，浅海面积14 . 2万公顷，发展
海洋经济的优势得天独厚。

记者拿到一组数字，2015
年 垦 利 全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396 . 8亿元，是2010年的1 . 8
倍，年均增长13 . 9%。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21 . 0亿元，是2010年
的2 . 3倍，年均增长17 . 8%。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79 . 4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2 . 8
倍。垦利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韩利学说，经过70余年
不懈努力和奋斗，垦利从基础
差、底子薄的山东北大荒，一步
步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第一方阵。在工信部所属的赛
迪公司前些日子发布的“县域

经济100强”中，垦利位列全国
百强县第56位，全省第13位。

“这是垦利第一次入选全国
百强县，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
成了垦利区，垦利就失去评选资
格了。”垦利县一政府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乍一看，变成垦利区
之后，垦利的自主权少了，但是，
这与垦利以后获得的优势相比，
肯定是机遇更大。同样在垦利经
济、民生等方面来说，也是好事，
未来，垦利将是东营市主城区扩
容最大的拓展空间。”

葛延伸阅读

再再评评全全国国百百强强县县，，垦垦利利不不能能参参加加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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