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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东营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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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营市位于黄河三角洲，生态资源丰富，经济活力强劲，文化底蕴深厚。本文从生态、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东

营市的发展思路和取得的成就，重点探讨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举措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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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ongying City, located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has rich ecological resources, strong economic vitality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ideas and achievements of Dongying City from three aspects 
of ec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focuses on the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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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东营市，作为黄河入海口的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东营市充分发挥地

理优势和文化传统，积极探索新时代的发展路径，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有

机统一。

一、东营的发展思路分析

（一）生态建设方面

东营，坐落于黄河入海口，位于黄河三角洲，以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正积极探索着新

时代的发展路径。在生态建设方面，东营市毫无疑问是

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地区之一。其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湿地

生态系统，被誉为中国最完整、最广阔、最丰富的湿地

生态系统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著名的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存在不仅有助于

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还对于气候调节、水资源保护、

防洪抗旱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该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

众多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也为生态旅游、

科学研究等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东营市正是凭借着

这一宝贵的生态资源，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重要位置，

并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在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东营市也不断探索生态经济的新路径，努

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通过加强生态保护

与修复，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东营市正逐步走向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时代。

（二）经济发展方面

在经济发展方面，东营市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活

力和潜力。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3 年中国民营企

业 500 强榜单，东营市共有 15 家企业入围，这一数字

比去年增加了 1 家，连续 14 年居山东省首位。这些入

围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高达 9440.73 亿元，较去年增长

了13.74%，其中有 2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1100亿元，

显示出企业实力强劲，经济活跃。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

于东营市长期以来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的

高度重视。

东营市通过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提升企

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其次，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鼓励企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东营市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智能制造

和智慧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此外，

东营市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绿色发展与经济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通过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东营

市正在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文化发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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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作为黄河入海口，承载着丰富而悠久的历

史文化底蕴，这种文化积淀不仅为当地人民带来了自豪

感，也为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东营以其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而闻名。黄河

三角洲孕育了东营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吕剧”作为山

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之一更是展现了东营悠久的戏

曲文化。这一剧种不仅在地域上有着较广泛的影响，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了其在中国文化传

统中的重要地位。东营还是著名古代军事家孙武的诞生

地，这为该市增添了不少历史光彩。孙武作为古代兵法

大师，其军事思想和战略智慧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

的影响，东营因此被誉为军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此外，

东营市还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面塑、黄

河口泥塑、中华齐笔等，这些传统工艺技艺的传承与发

展，不仅为东营的文化景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也为当

地人民提供了继承传统、发展创新的平台 [1]。

二、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响应关于产业升级的指示

响应关于产业升级的指示，是东营市实现经济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产业升级对于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指出要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

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链水平和附

加值，以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东营市的

产业结构主要以石化、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为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面临着

资源消耗大、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生活品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也日益提高，传统产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东

营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注重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升

级。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支

持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

济转型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东营市还应注重生

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推动绿色发展。通过加强

环境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举措，实现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是东营

市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

东营市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发展数字

经济，推动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建设。东营市政府制定

了一系列针对传统产业升级的政策支持措施，包括财政

补贴、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

环境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

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东营市积极引导企业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市政府通

过设立科技创新基金、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推动产

学研合作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创新资

源，帮助企业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

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东营市还积极发展数字

经济，推动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建设信息化

平台、推动企业信息化转型、加强数据共享和应用等措

施，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高生产过

程的智能化水平，实现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同时，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建设智能交通、智能能

源、智能环保等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管理和公

共服务水平，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能化支撑 [2]。

（三）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东营市发展的长远

目标，为此，东营市正在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以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加强人才培养和科

技创新为主要路径。东营市正在大力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通过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严格

控制工业排放，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保护生态环境，改

善环境质量。同时，积极推动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湿地

生态系统，保护生态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生态支撑。东营市着力推动经

济结构优化，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

链水平和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经

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东营市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加强教育

投入，改善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三、宣传东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旅游资源

（一）东营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统

东营市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地域文

化特色的地区，其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城市的一大亮

点。横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东营继承了黄河文明的

光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传统。这里是孙武的故乡，孙

武作为古代军事家，其兵法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为东营市增添了不少历史光彩。此外，东营还以

“吕剧”闻名于世，这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

一，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东营深厚的戏

曲文化底蕴。东营的文化底蕴不仅仅是历史的堆积，更

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为当

地人民提供了精神寄托和文化认同，也为城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通过挖掘和传承当地的历史

文化遗产，东营市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产品，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推动了旅游业的繁荣发展。

同时，文化产业的兴盛也为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为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做出

了重要贡献。东营市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统既是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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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家园，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打造东营的知名度与形象

为打造东营的知名度与形象，东营市正在制定一

系列文化宣传策略，旨在提升东营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市政府积极引导媒体、文化机构等相关部门，深入挖掘

和展示东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景点，通过举办

文化活动、展览等方式，向外界展示东营的独特魅力，

塑造东营市的品牌形象。东营市正着力创新传播方式，

积极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平台扩大影响力。通过建设官方

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及时发布东营的

最新动态、旅游资讯等内容，吸引更多网民关注和了解

东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同时，利用短视频、直播等

新媒体形式，生动展示东营的文化魅力和旅游景观，吸

引更多游客和投资者到东营参观、旅游和投资，推动城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东营市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

提升东营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通过举办国际文

化节、艺术展览、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促进东营与国

际友城、友好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扩大东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带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发展

为了带动东营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发展，东营市

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

然景观资源为基础，发展特色旅游产品，加强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游客体验和旅游消费水平。东营市致力

于挖掘和保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资源。通

过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修复古迹文化遗址，保护历史建

筑和传统村落，展示东营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

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保护湿地、森林、山川等自然

景观资源，丰富城市的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和体验。东营市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游客体验

和旅游消费水平。通过深度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域

特色，开发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体验、生态旅游、乡村

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同时，

加强旅游宣传推广，提升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推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东营

市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通过加大投资，改善景区交通、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

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

舒适的旅游环境和服务体验 [3]。

结  语：

通过对东营市生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思路

和成就的分析，展示了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努力和

成果。东营市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不断探索创新，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和文化传承注入新动力，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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