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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滨州市地处黄河下游，地势平坦开阔，滨州黄河段自

邹平县西北部的苗家村入境，东至博兴县老盖家村附近入东

营市，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市内邹平县、惠民县、开发区、滨城

区、高新区、博兴县 6 个区县，境内河段长 94 公里，两堤间滩

区面积为 158.8平方公里。河道两岸堤防 144公里，滩区总面

积 104平方公里，有 20多处沿黄旅游资源与景区项目。

2 滨州沿黄区域旅游资源概况

滨州沿黄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拥有黄河河滩、农田、树林、湿

地、果园等田园风光，以及城郊休闲、文物古迹、古村民俗等旅游

资源，资源基础较好，生态环境优良，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1]。

2.1 乡村田园风光

滨州黄河两岸地势平坦，自然环境优越，有大片农田，景

观花海，面积广阔，形成乡村田园景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多

彩。沿岸乡村田园风光旅游资源主要有邵家村百年枣园、惠民

桃园、惠民野金菊、开发区中华海棠园、玫瑰园、樱花园、蔬菜

园、黄金梨园、樱桃园、无花果园、黄河生态园等，以及大量的

鱼塘、荷塘等乡村田园风光旅游资源。

2.2 河滩湿地景观

黄河水源造就了滨州“四环五海、七十二湖”的庞大水系，

形成了独特的黄河水文化资源，使滨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河

水都”。黄河沿岸水域和湿地面积广阔，水系众多，灌溉渠道纵

横交错，水体景观靓丽多彩，形成了秦皇河国家级湿地公园、

麻大湖湿地公园和龙江湿地公园三大湿地公园。黄河沿岸有

大面积的河滩，是孩子们嬉戏的天堂和露天烧烤的最佳场所，

这些资源为开发黄河漂流、滑索、农家乐、渔家乐、特殊旅游活

动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2.3 古村民俗文化

黄河从滨州穿城而过，流淌千年，形成了两岸独特的古村

风貌和质朴的乡村民俗文化，许多农村还保存着乡村气息浓

厚、富有地域特色的古民居。其中，西纸坊古村至今保留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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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原貌，充分展现了黄河古村魅力和黄河古渡风情。魏集古

村落以明清时期古建筑风格，融合江南水系景观，汇集传统民

间小吃，充分展现了黄河沿岸淳朴的民风，原生态的民俗文

化。惠民踩鼓制作、胡集书会，龙灯、芯子、竹马、高跷、民间绝

技，充分展现了黄河沿岸的民间文化。

2.4 历史文化遗迹

滨州历史文化悠久，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是渤海革命老区中心区、许多历史名人在这里诞生并建功立

业，留下足迹，修建庄园和故居。例如：纪念兵圣孙子的孙子故

园，纪念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范公祠，纪念清代武定府知

县魏肇庆的宅第魏氏庄园，纪念清代帝师杜受田的杜授田故

居，纪念汉孝子董永的董永祠，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2.5 特色旅游商品

独特的黄河水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资源，滨州沿黄旅

游商品种类齐全，特色突出。惠民大年陈的水蜜桃、邹平南部

山区的水杏、博兴手工老粗布等远近闻名；黄河口刀鱼、黄河

口鲤鱼等名优水产品，肉质肥美；魏集的驴肉、乔庄的水煎包、

博兴的金丝鸭蛋、杜桥豆腐皮名声远扬；博兴民间剪纸、手工

布老虎、清河镇木版年画等手工艺品充满了浓郁的鲁北民俗

风情，且均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至今。

3 滨州沿黄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3.1 沿黄旅游产品开发不足，处于初级阶段

滨州市沿黄旅游资源特色较鲜明，但开发的意识淡薄，缺

乏整体开发意识，沿黄整体旅游感受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旅游

产品目前仍以简单体验和观光为主，缺少高品质的旅游休闲

度假项目，缺乏深层次参与体验类项目，游客到黄河边只是以

观光游览为主，对黄河文化、民俗等方面缺乏体验，留不住客

人，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3.2 旅游业发展水平不高，基本要素不完善

滨州沿黄旅游业开发起步较晚，目前只处于初步开发阶

段，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各项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旅游餐饮

和住宿业还比较落后，缺少娱乐项目和娱乐活动，整体接待水

平还有待提升。沿黄旅游商品开发也比较滞后，缺乏特色，没

有以“黄河”作为品牌的旅游商品。此外，沿黄缺少统一的旅游

线路和配套的公共交通。

3.3 旅游环境营造不足，配套设施落后

沿黄旅游景区缺乏旅游宣传，旅游标识系统尚不完善，道

路、景区周边旅游环境不佳，沿黄交通线路不畅，道路层次低，

缺少游客中心。

3.4 旅游知名度低，品牌形象不佳

滨州沿黄旅游资源的级别不高，仅有几家 A级景区，除了

秦皇河国家湿地公园和打渔张森林公园为 AAAA级景区，其

余大部分景区都是 AAA级景区和非 A级景区。部分文物保护

单位级别较低，有影响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少，层次低。

有影响力的、区域知名度高的旅游产品比较少，沿黄旅游品牌

形象尚未确立。

4 滨州沿黄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路径及

措施

4.1 滨州沿黄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路径

4.1.1 创新驱动———以水为魂，突出特色

坚持创新发展，以创新驱动产品升级和产业发展，坚持

“以水为魂”彰显黄河沿线的水体、水库的水资源优势，打造水

主题景观设施。重点开发水上参与娱乐项目，重新塑造水体景

观，建设亲水建筑等。

4.1.2 文化兴旅———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按照产业融合的发展理念，实施“文化+旅游”的发展模

式，实现文旅互动融合，用文化来增添和丰富旅游的内涵和吸

引力，以旅游来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深入

地挖掘滨州沿黄区域的黄河下游文化、鲁北民俗文化、名人文

化、民间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在滨州沿黄旅游业发展中深

刻植入这些文化，提升滨州沿黄旅游的文化内涵。

4.1.3 精品示范———打造一个精品度假区

根据滨州沿黄旅游未来发展的总体定位，不断提升黄河

旅游的总体形象。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打造一个精品黄河风情

度假区，做强一个精品，打造山东黄河沿线最为知名的旅游度

假胜地和省级旅游度假区旅游品牌。

4.2 滨州沿黄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措施

4.2.1 对滨州市沿黄旅游资源进行统一规划

要树立大旅游的观念，打破原有的行政界限，整合沿黄旅

游资源，跨区域统一开发，树立大旅游、大产业的观念[2]。为此，

应加强政府主导，成立黄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由管委会

统一协调、统一管理、统一筹集资金，以便更好地对沿黄旅游

资源整理规划开发。

4.2.2 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区域旅游接待能力

近年来，滨州沿黄地区的交通有了很大改善，但各景区

之间仍不能实现有效衔接，缺少统一的线路组织和交通安排，

造成旅游景区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组合价值[3]。因此，应加快

规划设计沿黄旅游线路，完善景区间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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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针对自驾游市场，应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在各旅

游道路沿线合理设置旅游交通标识，配备旅游驿站，各景区做

好配套停车场的建设，解决节假日高峰期停车难的问题，从而

为自驾游出行的游客提供完善的全域配套服务。此外，要加强

对沿黄旅游环境的治理和改造，形成一条沿黄旅游风景道和

骑行道。

4.2.3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

准确把握市场消费动向，合理定位、选择目标市场，加大

对外宣传力度，打响“黄河魅力 美在滨州”旅游品牌，同时，不

断拓宽宣传渠道，在电视、广告等传统营销渠道外，注重新渠

道的宣传，如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手机 APP、网络社区论

坛、驴妈妈、携程、蚂蜂窝等各大平台网站，借助各大平台网站

设置专区专栏，与各大旅游网站形成合作关系，建成全方位、

全覆盖、多层次、多渠道的宣传系统。

4.2.4 与周边区域旅游资源联动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滨州市西部地区黄河两岸分属滨州和淄

博所有，沿黄地区有些旅游资源是两市共同拥有的，比如白龙

湾。目前两市都认识到了沿黄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都给予了

高度重视，但是在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没有统

一规划，各自开发，导致沿黄两岸的旅游开发建设很不协调[4]。

因此，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实施联动互补开发，注意保

持旅游资源在不同行政单元空间内开发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实现差异化开发，各自突出各自的特色，互为补充，避免沿黄

两岸的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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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情况和市场发展需求角度入手，优化预算编制方式，完善

预算管理标准，把滚动预算、零基预算等方式运用其中，保证

预算编制结果的精准性和规范性，从而促进公立医院全面预

算管理工作更好开展。

4.3 全面落实预算审计工作

预算审计作为公立医院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以及预算评

估的核心依据，可以结合审计结果进行适当修整，以此促进公

立医院管理水平的提升。通常情况下，公立医院预算审计主要

涉及三方面，首先，审计内容，包括总体预算、财务预算、设施

预算、管理预算、资金预算等。其次，审计方式。结合预算管理

数据和需求，对医院预算管理执行情况进行了解，明确核心内

容，以此建立完善的预算审计对策。最后，审计报告，在预算审

计的作用下，对相关体系进行完善和优化，以此确保各项违规

行为得到规范。

4.4 制定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

绩效考核主要是结合全面预算管理标准，对医院各个部

门以及科室实现量化考核，以此激发医院职工工作积极性，实

现医院工作效率和水平的提升。通过完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对医院各个时期目标的落实进行引导。首先，以季度为单位，

进行各个部门预算标准落实情况的考核，设定考核小组，结合

考核结果制定预算执行报表，由预算管理部门审核之后落实

到各个职责部门中。其次，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探究，把实际

预算执行结果和预算标准进行比对，明确偏差产生因素，及时

进行修整[6]。最后，把绩效考核和激励进行融合，在落实全面预

算管理工作中，需要构建高效的激励政策，把预算指标执行情

况和激励相挂钩，以此促进预算管理工作的全面执行。

5 结语

总而言之，公立医院通过全面开展预算管理工作，可以实

现对医院现有资源的科学把控，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在提升

医院管理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医院运营管理目标的落实。当

前，中国部分公立医院在落实全面预算管理工作中，依旧存在

诸多漏洞，这就需要采用对应的处理对策，将各项难点进行处

理，给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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