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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与黄河

说到齐河，总是绕不开黄
河。

作为德州唯一的沿黄县，齐
河地处鲁西北平原，和济南隔河
而望，黄河自聊城流入其境内，
蜿蜒行进62 . 5公里，依托旖旎秀
丽的自然风光，纳入周边重要生
态和人文景观，既展现出黄河文
化的特有魅力，又赋予现代黄河
工程以文化教育、生态旅游的功
能，实现了工程功能的多元化和
产业化发展。

然而，这里并不是一直都
美。历史中黄河流经的部分区
域，由于沿岸独特的自然地理条
件，长期以来灾害频发，给沿岸
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齐河也不例外。
黄河流经齐河境内的岁月，

决口不计其数，仅统计1949年之
前的一百年，“地上悬河”在县域
内决口多达60次，为山东全河决
口次数的三分之一。地线长、险
工多成了显著特点，南坦险工以
下两堤相距仅465米，齐河便因
此得名———“黄河咽喉”。

时常发生的洪凌灾害，成为
齐河地区历年防凌防洪的重中
之重，同时，随着泥沙大量倾泻，
河道淤积加剧，河道行洪能力显
著下降，科学治理从未止步，黄
河北展宽工程兴建事宜随之提
上日程。

作为展宽工程防洪运用的
屏障，黄河北展宽区位于山东省
齐河县和济南市天桥区境内，总
面积106平方公里，其中齐河境
内63平方公里。展区最大库容
4 . 75亿立方米，有效库容3 . 9亿
立方米，主要包括展宽大堤、分
泄洪闸、群众避水村台和灌排水
利涵闸4个部分，于1972年5月完
成主体工程，继后又进行了大堤
绿化和附属工程修建，直至1982
年完工。

不仅如此，为了减少泥沙进
田，齐河黄河工作者发展引黄沉
沙，加固堤防，受限于放淤固堤
推广应用的瓶颈问题，1970年2
月，齐河黄河修防段成立了造船
组，试制简易吸泥船，着手发展
机淤固堤。一时间“一颗红心两
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一不
等二不靠自己动手造”的口号响
彻黄河沿岸，时至今日”“红心一
号”的故事依旧广为传颂。

而这仅仅黄河治理的一个
缩影。得益于不断升级的黄河堤
防改，“黄河宁，天下平。”的美好
愿望，在齐河地区的努力下渐渐
成为现实。

一座黄河生态文化城

一方面科学治理造福沿岸
百姓，一方面坚守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挑战和机遇向来并行前
进。在齐河县境内，防洪运用黄
河北展区，曾因40年禁止开发，
沙湖、野塘、林海、温泉遍布，便
因此成为难得一见的自然生态
源地。

转机就发生在2008年，国务
院正式批复黄河北展区全面解
禁。面对新一轮发展机遇，这座
与黄河“相争相爱”数十年的城
市，“破局”的良方在哪里？

立足北展区良好的生态资
源和区位条件，齐河地区抢抓机
遇，作出了建设齐河黄河生态城
的战略决策。相继编制《齐河县
全域旅游发展规划》《黄河国际
生态城总体规划》等规划，实现
旅游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多规合
一”，勾勒出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的美好蓝图。

蓝图会就，重在发展。近年
来，齐河围绕建设享誉全国文旅
名县，坚持以文铸魂、以旅兴业、
文旅融合，做大做强黄河国际生
态城旅游度假区，做精做特生态
乡村体验游，加快完善现代文化
旅游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国内一流的高品质旅游目
的地和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以“三分之一水面、三分之
一绿化、三分之一建设”的开发
思路为基准，齐河先后投资近10
亿元，累计绿化面积1300多公
顷，极大拓展了绿色空间，有效
满足了市民和游客对自然生态
的无限向往。

“二期工程主要对湿地生态
系统进行恢复，建设水源涵养工
程，修复植被、林木共180亩，设
立10处动植物保护设施，逐步达
到生态自然平衡的良好效果。”3
月18日，在齐河黄河水乡国家湿
地二期工程项目建设现场，齐河
黄河国际生态城党工委委员、湿
地办副主任李斐介绍，目前，湿
地已有黑天鹅和东方白鹳等200
多种野生鸟类栖息。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
例子在齐河并非孤本。今年3月，
山东省举行沿黄九市一体打造
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暨生态
保护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齐
河黄河水乡国家湿地二期工程
项目现场作为德州市分现场，包
括该项目以及黄河文化博物馆
项目、黄河水街等11个项目集中
开工，其中5个属生态保护类。

产业集聚的齐河模式

作为黄河中下游的重要省
份，山东省自觉服从和融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国家战略，突出特色和比较
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
推动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在山东
落地落实。

实践表明，齐河亦是如此。
作为非优势资源区、非优势

产业基础区，齐河依托黄河湿地
等自然资源，凭借区位交通之优
势，以建设“黄河国际生态城”为
总目标，在一片黄河荒滩上建起
了一座“产城一体”的文旅新城。

“从名不见经传的旅游景
区，到如今文旅产业集聚，在全
省范围都属上乘，这是旅游业的
一个奇迹。”会上，中国旅游协会
副会长、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会
长王德刚表示，这凸显了齐河地
区充分重视文化和旅游产业，积
极响应和融入国家文旅发展战
略，齐河开创了自己的文旅发展
模式。

把重点项目当作区域竞争
的关键“胜负手”，全力打造沿黄
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样板，力争在
国家战略中脱颖而出、走在前
列，这是齐河始终坚持的理念。
通过招商、稳商、扶商、富商等一
揽子政策的顶层设计，为大项目
规划、审批、建设、运营等提供全
过程“保姆式”服务。

2009年，蓬莱八仙过海旅游
集团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落
脚齐河，成立了坤河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并规划了文化旅游航母
的大盘，计划用10年时间主导10
个旅游精品项目。在生态城范围
内，目前已建成开放泉城海洋极

地世界、欧乐堡梦幻世界、欧乐
堡水上世界、温泉商务酒店、欧
乐堡骑士酒店等项目，飞行营
地、齐州国际大酒店、齐河博物
馆群等项目正在建设并将于近
期开业纳客。

山东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海锋多次赞誉齐河
的营商环境：“正是齐河县为公
司提供的保姆式一条龙服务，才
让我们放心把十几个大项目落
地在齐河。”十多年来，该集团
在齐河投资项目由1个变成10
个，总投资由110亿元变成200
亿元。

纲举目张，满盘皆活。去
年 年 底 ，齐 河 成 功 创 建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全 国 旅 游
标准化示范单位，成为“十三
五 ”时 期 山 东 省 两 批 入 选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的 8个县
(市、区)之一。

从无到有的“文旅黑马”

纵观黄河国际生态城的建
设历程，是一条“无中生有、有中
生优”的奇迹之路，作为县域旅
游发展的赶超者，齐河被外界普
遍称为“一匹黑马”。

“真没想到旅游业这么发
达，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如
今行走在齐河地区，这是听到最
多的赞叹。“齐河的旅游业发展
有 目 共 睹 ，不 但 经 济 发 展 的
好，这游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了，旅行方式也越来越新颖。”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齐河
县旅游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
月红介绍，齐河县靠近济南，滨
临黄河，隶属德州，优越的地理
位置，加之丰富的旅游资源，让
不少人慕名而来。

从2011年泉城海洋极地世
界建成，到2014年泉城欧乐堡梦
幻世界开业，2017年泉城欧乐
堡 水 上 世 界 投 入 运 营 ，再 到
2020年9月泉城欧乐堡动物王
国开园，中国驿·泉城中华饮食
文化小镇、齐河博物馆群、齐州
国际大酒店、荣盛·阿尔卡迪亚
国际温泉酒店等大项目先后落
地，黄河国际生态城实现了从

“一个项目、一条路”到“一个集
群、一大板块”的华丽嬗变。

不止于此，依托依托“黄河
水乡、生态齐河”的强大品牌影
响力，齐河先后举办了京津冀鲁
协同发展旅游城市联盟成立大
会、齐河全域旅游产品推介会、
乡村振兴产业招商恳谈会、省旅
行社社长年会等推介活动。同
时，通过定期举办黄河湿地马拉
松比赛、中国攀岩比赛、天空音
乐节、热波音乐节及炫彩新春元
宵灯会、3D城堡夜光幻影秀等
活动，围绕大学生毕业季、开学
季，开展了好客山东国际大学生
文化旅游节等精准营销活动，让
节事旅游成为文旅休闲消费新
的经济增长点。

如今的齐河，全县接待游客
数量以每年约50万人次的速度
稳步增长，直到2019年达到67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 . 5亿
元，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66 . 3%。

“齐河已经是县域旅游快速
崛起的先进典型，齐河本身走过
的道路就是黄河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实践之路。”在走访
之后，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陈国忠如实评价，齐河县走出
了一条市场驱动、产品创新、整
体推进的崭新模式，对黄河流域
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和示范意义。

从历史的“黄河咽喉”，到如
今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潮
立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
的时代之中，齐河战略定位扎
实、落实到位，留给人们一个更
加可期的未来。

初夏的齐河，一个
动作再次引发关注。

6月3日至4日，“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黄河文化旅游带”———
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
推进活动在山东齐河
举办，沿黄九省区齐聚
一堂，共商发展大计。
其中，齐河作为承办方
的一员，借势展现发展
成果，虽然时间短暂，
却被外界普遍认为“含
金量”十足。

面对新一轮机遇，
这座被广为称赞的“旅
游新城”，正在乘势而
上，谱写着与黄河“相
争相爱”的齐河故事。

一
座
与
黄
河﹃
相
争
相
爱
﹄的
城
市

生
态
保
护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齐
河
探
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志勇 王金刚
通讯员 段慧 崔志华

齐河黄河大桥。

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推进活动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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