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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滨州样板”

答好黄河时代“滨州答卷”
滨州是黄河下游一座因水而

兴的城市，黄河横贯该市6县
（区），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黄河
风情带”。今年3月24日，记者以
《滨州着力打造黄河生态公园城
市，加速迈向“黄河时代”》为题，
着重报道了滨州沿黄地区积极打
造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样板和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时隔7个月，10月28日至29日，记
者跟随“黄河时代 滨州答卷”主
题采访团到滨州市惠民县、滨城
区、邹平市、博兴县等地采访，聚
焦滨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实地感悟细细品读黄河
时代“滨州答卷”。

生态优先
着力打造黄河生态公园城市

10月29日，采访团前往西纸
坊黄河古村采访途中，路过滨州
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工程现场。
今年3月份栽种的各种绿化树木，
如今已小成气候，虽已暮秋，绿意
犹存。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将生态放在了重中之重的
位置，实现了人水相依、人鸟共
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自然生态
之美。为建设高质量黄河生态廊
道，着力打造黄河生态环境保护
新样板，滨州市制订出台了《滨州
市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全面推进黄河淤背区绿化
提升工程。滨州市黄河河道长
94公里，淤背区土地面积1.5万
亩，适宜绿化面积1.3万亩，致力
打造“多树种、景观美、功能强、效
益高”的黄河生态廊道。

转至新立河以东、西榭湾以
西，置身新开园不久的黄河植物
园西榭花语景区，波斯菊、万寿
菊、流华菊等十余种花卉姹紫嫣
红开遍，湖岛相映、亭台别致，又
是另一番韵致。在黄河植物园
中，涵养湿地是另一个重要景点。

“污水进来，清水出来”，它位于南
部污水处理厂南侧、姬家水街北
侧，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打
造集水质净化、生态保护、科普体
验于一体的功能性湿地。经过水
质净化、湿地过滤后流出的水可
以养鱼，可以浇花种菜。

而这仅仅是黄河植物园16
处景观中的两处。在采访中记者
了解到，黄河植物园项目依托黄
河和南海，利用场地优势资源，以
现有地貌、植被为出发点，以植物

景观为造景主体，传承场地自然
与人文特质。黄河植物园项目负
责人、滨达实业集团工程部项目
副经理崔延超告诉记者：“黄河植
物园最大的特点，就是集生态展
示、湿地科普、生态游览、民俗体
验、运动康体等功能于一体，立足
生态本底，突出植物造景，融入黄
河文化，植入康养配套，营造出亲
水近绿、水天一色、回归本我、返
璞归真的园林意境。”

今年滨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指出，做好黄河发展文章。

“实施黄河生态修复治理和景观
提升工程，加快蒲湖文化创意产
业园、黄河文化小镇建设，打造黄
河文化精品旅游带，加速‘四环五
海时代’向‘黄河时代’迈进。”

黄河东去，从过往走来，向未
来奔涌。

航拍小开河引黄灌区，碧水
荡漾，鱼翔浅底，河道内芦苇、菖
蒲长得密密麻麻，绘就出一幅自
然和谐的画卷。如今灌区生态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水库、河道、
沉沙池常年蓄水，引来白鹭、天鹅
等栖息繁衍，成为具有鲜明黄河
文化和生态特色的水利风景区，
也是全国首个引黄灌区国家级湿
地公园。

守护黄河安澜，才能更好地
造福百姓。镜头转至邹平市码头
镇，记者看到了另一处集防洪、游
览为一体的花园式景观——— 梯子
坝。据副镇长朱训兴介绍，码头
镇黄河梯子坝始建于清光绪十
年，建成100多年来，对于控制下

游水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
在黄河历次大洪水期间，它是中
流砥柱，守护着一方平安。

防汛抢险 风雨同舟战洪流

今年10月份以来，连续20天
黄河滨州段水位高涨,汛情严峻。

在滨州防御黄河秋汛一线，
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
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
神，树立了一个个奉献担当的光
辉形象。“洪水不退我不退、不胜
洪水誓不还”，在危急时刻，一个
个普通人挺身而出，化身为保卫
黄河的英雄。

如今，洪峰虽已退去，但那
20天的防汛经历让人终生难忘。

难忘惠民县清河镇防汛队在
黄河大堤薛王邵段召开的那次特
殊动员会议，薛家段防汛的兄弟
镇办及单位支援民兵、消防救援
大队、清河镇分段机关干部、6个
联村“两委”及党员、群众志愿者
在大雨中巍然屹立。清河镇党委
书记李赫高喊：“只要我们坚持不
抛弃、不放弃，没有什么能打败我
们！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汛情过去
的那一刻！”所有人大喊：“冲！
冲！冲！”

“防汛期间有次我看手机显
示跑了4万多步，大多数同志每
天都在2万步以上，而且有时还要
扛着沙袋。虽然第二道坝没用
上，但是宁可备而不用，也不能用
而不备。”清河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石涛说。
难忘汛期的每一个夜晚，邹

平市码头镇有一群人，奋战在黄
河防汛一线，在秋雨中坚守、黄河
堤坝边巡逻，为万家灯火保驾护
航。基干民兵、应急人员、第三方
救援力量、机关干部、群众等救援
力量全面联动，闻“汛”而动、向

“险”而行，驻扎到任务最艰巨的
段家村生产堤上，防汛最关键时
刻，在24小时内集结超过5000
人……

汗水、雨水、泥水交织，风雨
中、堤坝上，一面面党旗给人力
量，暖人心田，团结高效有序的滨
州黄河防汛“大合唱”，交出了一
份人民满意的防汛答卷。

蓄势赋能 助推高质量发展

如何凝聚起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答
好黄河时代“滨州答卷”？

中央明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
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
家战略。”记者在两天的采访中，
感受到的是滨州上下蓄势赋能高
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一个个
企业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集聚
创新资源，放大科创优势，添动
力、提质效。

在博兴县乔庄镇，连片的虾
池很是壮观，1.2万个养殖虾池、

3.5万亩养殖面积，中国白对虾生
态养殖第一镇名副其实。这里的
对虾产量占山东省四分之一，拥
有10亿元产值的虾业链条、20亿
尾虾苗的年淡化量。一只只虾，
让荒碱地变成了“聚宝盆”。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塑造区
域科创生态，点燃了科技创新的
燃爆点，形成了良好的城市形态、
产业形态、发展形态，带来了一系
列放大效应和连锁反应，引发魏
桥国科研究院、渤海科技大学的
规划建设，催生黄河科技产业园、
黄河数字经济产业园、黄河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公共实训基地、
会展交易中心、南海湿地等周边
园区加快建成，也带来了国际社
区、K12学校等入驻。滨州科技
与产业双向支撑、科技与金融无
缝对接的创新生态将汇聚更多政
策、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催生
更多化学反应。

对位于邹平市青阳镇的山
东开泰集团来说，他们把创新贯
穿于20年的建厂史，手里握着
200多项专利技术，成为国内数
得着的高端装备制造“隐形冠
军”企业。开泰集团副总经理吴
成民介绍，公司金属磨料产业位
居全球第三位、国内第一位，国
内市场占有率30%。公司主营
产品高碳铸钢丸和砂的生产工
艺与成套装备被山东省科技厅
鉴定为填补国内空白，技术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解决多项卡脖
子技术，曾为鸟巢、央视新办公
楼、金茂大厦、杭州湾跨海大桥、
苏通长江大桥、西气东输管道、
川气东送、京沪高铁等重大项
目、工程提供技术服务。

致力食品产业的滨州中裕食
品有限公司，如今已形成涵盖小
麦高端育种、订单种植、粮食初加
工、精深加工、绿色养殖、废弃物
综合利用、冷链物流、餐饮服务、
便利商超的全产业链，实现了产
业链首尾相连、一二三产业协调
发展。

为了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滨州市以“项目实
施”推进“战略落地”。在落实“黄
河战略”上，滨州市着眼于推进高
质量发展，立足于现代经济体系
构建，进一步提高在国家发展战
略中的地位、作用和优势。

一如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宣
传片中所言：滨州的未来，已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贵英

博兴县乔庄镇，连片的虾池很是壮观。 防汛人员加固堤坝。

博兴打渔张引黄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