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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人民政府

对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第 22 号提案的答复

东政字〔2024〕4 号

王晨委员：

您的提案《关于深挖黄河灿烂文化，加快促进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收悉，现答复如下：

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现实价

值。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

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我县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县，

牢牢把握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立足全县“北工南农”整体规划

布局，全力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积极打造黄河文化生态

旅游带，擦亮“庄子故里、逍遥黄河、生态东明”文化旅游品牌，

推动黄河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黄河文化旅游特色品牌

（一）积极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将文旅融合、黄河生态、

黄河文化、滩区村台等要素纳入全县发展的大盘子中统筹谋划，

突出黄河文化、庄子文化、非遗文化特色，发挥文化和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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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编制了《东明黄河滩区风情带总体规划》和《东明县黄河

滩区旅游特色村发展规划》，打造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我县文旅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做好黄河文化特色村落开发。以“黄河旅游特色村”

为主题定位，依托东明县黄河滩区老村台的房屋旧址，保留村台

传统建筑，规划建设黄河文化博物馆、DIY 非遗工坊、“黄河人

家”特色民宿等一系列新业态文旅项目，将滩区迁建保留的焦园

乡辛庄村、长兴集乡老君堂村、菜园集镇洪庄村三个特色村落打

造成“留住黄河乡愁，讲好黄河故事”的精品项目。

（三）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的教育作用。广泛征集体现黄河文

化内涵的实物资料，注重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提升黄河文化

展陈水平，开展黄河文化讲堂，讲好“黄河故事”，打造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基地。

二、强化文旅产业队伍建设，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文旅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夯实文化旅游人才队伍

建设。围绕挖掘、培养和使用三个环节，坚持行政管理人才、专业

技术人才和文旅经营人才三支队伍一把抓，县、乡、村三级文化工

作者团结协作，精心培养一支特色鲜明、管理有序、体系完善、富

有活力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加强文旅人才培养的同

时，我县不断完善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积极引进高层次文化和旅

游专业人才，助推全县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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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从业人员的服务规范、方法和标准，推进规范

化服务。强化对从业人员的在职专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文化

和旅游系统人才培训体系，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通过线上

与线下、理论与实践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文旅从业人员进行

分类别、分层次培训，将党史教育、红色旅游、研学旅行等内

容列入培训课程设置，增强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使命感。为

全面打造东明沿黄旅游项目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增添文旅产业基础软实力。

（三）延伸文旅产业链条。鼓励支持本地企业运用先进的生

产加工、产品设计等新技术，开发经营具有我县特色的休闲食品、

文化标识纪念品、手工工艺品，延伸文化旅游产业链条，完善文

化旅游产业结构，推动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谋划实施生态旅游路线，补齐文旅基础设施短板

（一）加快黄河大堤升级改造。策划实施沿黄生态道路项目，

对堤顶道路进行升级改造，与沿线公路桥梁无缝衔接，让车辆在

大堤上畅行无阻。着力打造黄河大堤旅游风情带、黄河大堤自驾

游廊道，建设步行和自行车休闲绿道，切实提升马拉松赛道品质。

（二）实施黄河绿色长廊美化、靓化工程。打造高标准、有

风格的特色景观大道，提升黄河大堤的旅游功能。做好村台间、

景点间道路的规划建设，完善旅游行程中娱乐、休息、餐饮等基

础设施建设，对宾馆酒店住宿条件提档升级，建设旅游集散中心，

全面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水平，补齐文旅产业基础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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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谋划实施特色文旅项目。加大对文旅项目的招商引资

力度，准确把握国家、省、市关于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精准推动一批文旅项目落实落地。目前，我县正以黄河大堤为纽带，

以24个新建村台社区和3个保留的旧村址为节点，穿点成线、串

线成面，谋划实施东明黄河特色村落保护展示项目和东明黄河风情

带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生态旅游、非遗旅游、

康养旅游等新业态文旅项目，打造黄河文化生态旅游带，让文旅产

品更好的惠及群众。

东明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7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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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人民政府

对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第 23 号提案的答复

东政字〔2024〕5 号

孙贵丽委员：

您的提案《关于做好黄河滩区迁建“后半篇”文章的建议》

收悉，现答复如下：

长期以来，黄河滩区受汛期洪水威胁等因素影响，基础设

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山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寄托着

滩区群众百年的安居梦、致富梦。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

县始终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民

生工程来抓，24 个村台社区均按照省级美丽村居试点标准进

行规划建设，做到“一村一品、一台一韵”。滩建工程完成后，

积极推进黄河滩区土地流转，加快推进生态高效农业观光示范

园、万亩虎杖种植基地、万亩水产养殖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建

设，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的方式，努力将黄河滩区打造成

现代农业发展的聚集区，让群众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基础、致

富有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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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始终锚定“现代农业大县”发展目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扎实基础。焦园乡、

长兴集乡、沙窝镇、菜园集镇等滩区乡镇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资源

和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沿堤形成的丰富淡水坑塘，发展网箱水产

养殖，养殖品种有黄河鲤鱼、地方草鱼等。推行标准化养殖、市

场化运作方式，产品订单回收，提高了养殖效益。长兴集乡万亩

虎杖产业园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等高等院校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成立虎杖种植研究院，利用 2000 亩标准化育苗园，

成功培育出适宜滩区种植的虎杖品种。依托万亩虎杖产业园，格

鲁斯生物在东明集镇建成了国内最大的虎杖深加工基地，每年可

加工虎杖 1 万吨，提取白藜芦醇 300 吨，带动就业 3500 余人，

成为当地村民的“金疙瘩”。三春集镇春博园种植基地坚持以生

态种植模式为主，先后投资 500 余万元，建造大棚 100 余个，占

地 500 亩，通过“种植+观光+采摘”的产业模式，春博园种植基

地不断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持续增收，累计带动周边村近 5000

人在家门口就业。

二、做好黄河滩区文旅发展规划，打造黄河文化、民俗文化、

自然风景等多元素融合的沿黄旅游带

（一）加强顶层设计引领。积极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将文旅融合、黄河生态、滩区村台等纳

入全县发展的大盘子中统筹谋划，以“庄子故里、逍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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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东明”为主题做好品牌定位，培育“非遗+旅游”“农业+

旅游”“体育+旅游”等文旅新业态，切实推动黄河文化和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

（二）做好黄河文化特色村落开发。以“黄河旅游特色村”

为主题定位，依托黄河滩区老村台的房屋旧址，保留村台传统建

筑，规划建设黄河文化博物馆、DIY 非遗工坊、“黄河人家”特

色民宿等一系列新业态旅游项目，努力将滩区迁建保留的焦园乡

辛庄村、长兴集乡老君堂村、菜园集镇洪庄村三个特色村落，打

造成“留住黄河乡愁，讲好黄河故事”的精品项目。

（三）加大滩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全

面落实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加强文物勘探。广泛征集体现

黄河文化内涵的实物资料，注重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提升黄

河文化展陈水平，开展黄河文化讲堂，讲好“黄河故事”，打造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基地。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

建设，健全完善非遗保护项目、传承人、传习所、生产性保护基

地、生态保护区“五位一体”的保护传承体系。

（四）打造黄河大堤旅游风情带。依托黄河大堤建设步行和

自行车休闲绿道，打造黄河大堤公路自驾游廊道，提升马拉松赛

道品质。实施黄河绿色长廊美化、靓化工程，优化树木、花卉的

种类和布局，打造高标准、有风格的特色景观大道，达到四季常

青、鲜花不断，提升黄河大堤的旅游功能。做好村台、景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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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规划建设工作，完善娱乐、休息、餐饮、住宿、厕所等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滩区文旅发展水平。

三、拓宽滩区百姓就业渠道，高质量实现“以水定人”

（一）大力开发滩区公益性岗位。为促进滩区群众就业增收，

在滩区乡镇大力开发人居环境整治、四好公路维护等乡村公益岗

位，用于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低收入人口、残疾人、大龄人

员等就业困难群体。2023 年以来，创设乡村公益岗 1468 个，安

置就业困难群众 784 人，有效解决了滩区困难群众就业难题，提

升了滩区群众收入水平。

（二）精心做好就业帮扶工作。立足滩区乡镇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不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一方面，精心组织“乐业迁建”

等专项招聘活动，2023 年以来，先后举办黄河滩区“东西协作”

招聘、黄河滩区“携手迁建、人社同行”招聘等滩区专项招聘活

动 9 场，191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4982 个，有效促进了滩区群

众就业；另一方面，紧密结合市场就业需求和群众的培训意愿，

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23 年以来，已开展家政服务、养老

护理、育婴、保洁等岗前提升培训 753 人次。

（三）积极支持群众自主创业。针对滩区创业者面临的资金

瓶颈问题，坚持强化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方法、深入落实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为创业者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2023 年以来，累

计为 110 家滩区创业实体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379.2 万元，有效

提升了滩区群众的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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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移风易俗工作，推动滩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为主要抓手，坚持守正创新，落实多项举措，引导

群众自觉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索要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

不良风俗，提高文明素养，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践行者。近

年来，累计开展“黄河岸边琴瑟鸣”、“黄河岸边夕阳红”等移

风易俗系列品牌活动 10 余场次。积极组织开展“鼎新东风”移

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采用群众感兴趣、听得懂的移风易俗戏曲、

歌曲、小品等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为主要宣传形式，引导大家转

变婚丧观念，树立文明新风。

东明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7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