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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巫英慧 

（山东协和学院  济南  250107） 

摘要：山东黄河流域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利用好黄河流

域生态旅游资源，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在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加强山东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

助于实现黄河流域旅游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文梳理了山东黄河流域旅游资源概况，并探讨了山东黄河流域在发展生态旅游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保护与开发并重，大胆创新；深挖文化特色，夯实旅游内涵；找准定位，树立品牌；科学管理，合理规

划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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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自古以来哺育着中华大地，黄河

流域三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作为国家重点发

展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应紧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

略，通过沿黄流域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整合，实现旅游产业的

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生态环境合理保护和开发。 

黄河全长 5464 公里，流经 9 省（区），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入海，

流域内有西宁、兰州、西安、济南等 7 座省会城市。黄河在山东境

内占黄河总长度的 12%，山东的常住人口在沿黄区域 9 省（区）

中占比 24%，经济总量占比 32%。山东是黄河的下游和入海口，有

着非常特殊的意义。黄河在山东省流经 9 个地级市，23 个县（市、

区），流域面积约占山东省总面积的 8.7%，流域人口约占山东省总

人口的 54%。 

黄河哺育着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黄河流域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璀璨的多民族文化艺术成果。山东黄河风景道

旅游资源类型较为丰富、数量众多，但各资源之间的联合和协同互

动不够。受黄河流经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因素的影响，黄河流域的

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沿黄区域未形成统一的黄河文化旅游品牌，宣

传上也缺乏一定的力度。因此梳理山东沿黄区域现有的旅游发展模

式，整合资源，建立统一的山东黄河风景道旅游品牌，实现协同发

展，对于沿黄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大有益处。 

二、山东黄河流域旅游资源的概况 

山东黄河风景道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分布具有区域性集中分布

的特征，集中的区域主要位于聊城东阿、德州齐河、济南、滨州滨

城区和东营黄河三角洲，主要是以县区为分布区域单位，各个资源

间相互独立。山东黄河流域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山东黄河风

景道内的旅游资源分布在黄河在山东流经的 8 个地市，共有 69 处，

其中菏泽市有 4 处，聊城市有 6 处，泰安市有 1 处，济南市有 30

处，德州市有 9 处，滨州市有 9 处，淄博市有 1 处，东营市有 9 处。

古老的黄河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黄河文化。整合山东黄河

流域高品位的自然、文化资源，对山东黄河风景道内的旅游资源类

型进行大致划分，为黄河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载体和坚

实的条件。 

（一）以天然悬河和入海口湿地生态为主体的自然景观 

黄河山东段由于泥沙的淤积，形成“悬于地上”的河道，被誉

为齐鲁大地的“水上长城”。修葺一新的标准化堤防，像两条乌龙

护佑在母亲河两岸。堤底防浪林坚固整齐，堤坡花草茂密盛开，堤

顶柏油路干净整洁，堤背生态林井然有序，一道有效的生态屏障在

黄河沿岸建成。工程险峻、桥闸雄伟，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

生态景观线、便民交通线、科普教育线、休闲观光线，成为母亲河

两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贯穿整个齐鲁大地 [1]。 

黄河以雄伟的气势奔流到海，在黄河入海口，形成了面积广阔

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以槐林为主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打造了黄河口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除此之外，广阔的新生湿地，

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成为

鸟类的栖息地及植物资源的重要宝库，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及观光

价值。 

（二）以特色村落、民居、古渡口、桥梁等民俗为主体的文化

景观 

黄河岸边和滩区居民为防洪水，建造了台房、岗子房、依堤房

等特色民居，形成了十里长街村、半月形的“迷魂阵”村等特色村

庄，黄河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秀

传统文化。黄河自古为天堑，跨河交通不便。从前过河是用船摆渡，

造了各式黄河特色渡船，建了许多著名渡口，像被称为“将军渡”

的孙口—蔡楼渡口；被称为“三界首”的张秋镇码头；济、泺水交

汇之处的泺口，昔日是山东黄河上最大的货运码头，又是毛泽东、

周恩来等伟人视察黄河、指挥抢险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的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天堑变通途，跨越黄河修建了许多雄伟的公路、

铁路桥梁和便民浮桥，像一道道玉带束腰，为母亲河增添了几分雄

姿。 

（三）以古迹、纪念地为主体的黄河人文景观 

山东黄河沿岸古迹、纪念地众多，历史人文积淀深厚。上有东

明庄寨古文化遗址、梁山水泊；中有济南“齐鲁会盟”之泺上台、

泺口革命九烈士纪念碑、平阴抗凌九烈士陵园、齐河“神树”堵口

将军庙；下有滨州“秦皇台”、武圣故里等，每一处都有流传千年

的故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去探寻圣人足迹。同时，山东黄

河流域拥有独具特色的河柳木制品及古老的黄河纺织、印染、布衣

等传统文化，石油勘探、开采、炼制等现代化的石油文化，为旅游

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 

三、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资源开发滞后，缺乏整体规划 

旅游业的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主要来自景区，即资源的开发。

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发展生态旅游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严

格的，环境问题成为山东黄河流域旅游产业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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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问题。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就非常的谨慎，而谨慎的开发建设

必然导致资源开发滞后，出现山东黄河风景区规模小、层次低、吸

引力弱等弊端。因此，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必须抓住资源开发

的重点，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发展。科学编制景区规划，注重优势资

源开发，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统一，推进旅游与治黄一体化。 

（二）宣传力度不够，品牌形象不够鲜明 

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根据本区域的实

际情况，立足生态文明的全局观念，统筹开发，并加大宣传力度。

近年来虽然政府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黄河流域生态

旅游，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形象还是不够

鲜明，很多游客对黄河流域景区依旧很陌生。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山

东黄河流域旅游产品、线路单一，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品牌形象，

不能给游客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无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品

牌形象不够鲜明，宣传缺乏力度，久而久之会造成客源的不断流失，

无法形成自己的品牌，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 

（三）信息沟通不畅，缺乏管理 

生态旅游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在于保护，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平

衡，达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这就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沟通，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山东省现有的沿江风景名胜区

由多个部门管辖，包括地方河务部门、地方政府、乡镇集体，极大

地影响了黄河旅游业的发展，各部门之间的监管体系混乱，景区之

间缺乏联合合作，信息沟通不畅，导致黄河旅游发展缓慢，景区重

复建设，运营效率低下，经济效益差。加强以黄河文化旅游景区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基本条件，构建食、住、行便利的

旅游网络，为游客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因此，山东黄河流域必须

尽快理顺沿江风景名胜区的经营管理，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

通，强化景区管理，打破利益纠纷和利益冲突的局面。 

四、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保护与开发并重，大胆创新 

山东黄河流域旅游资源开发对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必须遵循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此基础上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发展，是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

游开发与发展的基础原则[2]。山东的文化基底深厚，齐鲁文化源远

流长，同时也有年轻的黄河口文化。虽然山东黄河沿线风景内的人

文旅游资源除去济南区域外，其他区域的人文旅游资源的整体品质

并不出众，但是整个山东都深受齐鲁文化的熏陶，从地缘文化上，

山东黄河沿线风景区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山东黄河沿线生

态旅游的发展也同样要根植于齐鲁文化，要传承齐鲁文化，在传承

的基础之上还要不断的创新，应根据社会时代、科学技术、精神文

明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在旅游发展上将齐鲁文化植入其中。 

（二）深挖文化特色，夯实旅游内涵 

山东黄河流域几千年文化流淌在齐鲁大地上，养育了这片土地

和人民。在文化基因相同的黄河生态旅游沿线，文化就是黄河风景

道旅游的发展的主脉络，通过将黄河流域各地域具有本土特性的文

化贯穿到齐鲁文化一条主线上，保持主脉络文化的统一，深入挖掘

区域文化特色，这样就将黄河风景道打造成齐鲁文化体验的文化廊

道。 

山东黄河生态旅游区域以平原居多，除去东营黄河入海口的景

观区别于其他地域外，其他区域的景观差异性不大。因此，深挖地

域文化并融合到当地的旅游发展中，才能真正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

旅游内涵。 

（三）找准定位，树立品牌 

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找准定位，打造特色生态旅游产品，凸

显当地特色是山东黄河生态旅游发展的关键。黄河旅游资源的开发

必须找到正确的定位，树立自己的品牌，考虑旅游产品的经济效益，

能够融入快速发展的旅游市场，让更多的游客了解黄河旅游、了解

黄河品牌，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创意开发，突出特色，

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打造黄河流域旅游目的地品牌。 

要打造品牌，就要有载体。黄河旅游的载体是具有黄河特色的

风景名胜区及深厚的黄河文化。景区建设要依托美丽独特的黄河生

态景观，挖掘黄河深厚的文化历史，打造个性鲜明、形象独特的旅

游卖点，最终赢得客源市场。让人们在感受黄河、拥抱黄河、欣赏

壮丽的河川风光和自然生态美景的同时，感受博大精深的民族文

化，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了解丰富的自然[3]。打造黄河生态

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讲好“黄河故事”，促使黄河旅游产品整体

升级，从而实现山东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四）科学管理，合理规划 

旅游可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涉及的酒店、餐饮、娱乐、购

物、旅游教育等配套设施需要与旅游产业总体配套。发展山东黄河

旅游，必须加强山东黄河旅游资源的管理，这就需要依靠山东省黄

河管理部门，成立专门的旅游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管理黄河沿线

景区的保护与开发，做到总体把控。加快山东黄河生态旅游资源的

开发建设，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有效监控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风景名胜区，确保黄河旅游业健康发

展。创新管理，全面实施上级主导、自主经营的企业经营模式，将

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区域协同合作

机制，协调解决保护与开发过程中的矛盾，强化责任追究，严格落

实各项规划和制度，为打造山东黄河旅游品牌提供良好的宏观环

境，推进山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应该抓住发展的机遇，在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旅游活动。山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在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

游，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旅游发展之路，

准确定位，开发特色生态旅游产品，形成自己品牌。在立足现有的

旅游发展基础，遵循因地制宜、整合和共享资源，以文旅融合为抓

手，构建山东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山东黄河生态旅

游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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