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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千秋大计。”2019年9月，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 年 10 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这标

志着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有了“路

线图”“任务表”，古老母亲河揭开

发展新篇章。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一

座站立在黄河入海口的城市——

山东省东营市，正在借势这一重

大国家战略，践行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这一金句良言。数

据显示，2021年，东营市人均GDP

位居全省第一，由2020年的13.59

万元增至15.69万元。依托丰富的

石油资源，东营发展并形成了石

油化工及盐化工、橡胶轮胎及汽

车配件、石油装备、有色金属、新

材料等五大支柱型产业。

事实上，为这座城市代言的

并不仅仅是当下的 GDP 一个维

度，着眼于生态保护更是千秋大

计。而端牢中国“饭碗”，更要赖

于盐碱地上长出的“金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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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入海口 东营正澎湃

从“禁地”到“鸟类国际机场”

“ 鸟 无 枝 头 栖 ，人 无 树 乘

凉。”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东营市刚设立时的真实写照，彼

时 ，更 被 人 戏 称 为 山 东“ 北 大

荒”，那时东营中心城区一带土壤

含盐量平均 17‰以上，一度被列

为绿化“禁地”。

这一幕，在当地的老人眼里

至今记忆犹新，而如今，大片洁白

似雪的芦花迎风摇曳，芦苇荡里

群鸟飞腾，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

正成为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

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每年有600

余万只鸟类繁殖、越冬和迁徙，有

“鸟类国际机场”的美誉。

所谓湿地，是位于陆生生态

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

性地带，储存了丰富的淡水、泥

炭、野生动植物、遗传基因、能源、

景观和人文等资源，已成为用途

最广、利用程度最高、利用强度最

大的系统之一。

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与

其自带“保护生态”的基因密不可

分。虽然早已坐拥中国第二大油

田——胜利油田，但东营自那时起

便提出了“油洲加绿洲”的梦想。

1992 年，当东营申请建立以

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

危鸟类为主的湿地类型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时，很多国人还从未接

触过“湿地”一词。而这为黄河三

角洲留存中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

地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

2018年，东营提出“打造山东

高质量发展增长极、黄河入海文

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富有活力的

现代化湿地城市”，高质量发展、

黄河、生态特色锚定了发展模式

和目标。

自 2019 年以来，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后，东营以“站在全流域

谋划入海口，做好入海口服务全

流域”为己任，国家战略，让东营

的生态保护站上了新的台阶。

现如今，“把保护黄河口湿地

作为一项崇高事业”，已经成为东

营自上而下的一项共识。正是在

这一共识之下，“通水、净土、护

鸟、入城”成为湿地生态系统修复

的方法论。

“黄河流路固化影响湿地生

态系统淡水补给和水文连通，用

生态方法连通湿地与黄河、湿地

与海洋，构建‘河—陆—滩—海’

体系，让湿地内部水系活起来。”

东营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通水

方面，为加大淡水补给力度，黄河

现行流路自然保护区13年来累计

生态补水4.81亿立方米，两岸共恢

复退化湿地面积29.5万亩。

而在净土方面，此前不合理

的农业开发、滩涂养殖、能源开

发、外来物种入侵影响着湿地生

态系统的健康。“厘清哪些可为、

哪些不可为，果断划出红线，退塘

还河、退耕还湿、退养还滩、退油

还绿。”上述负责人说，当胜利油

田的探扩权和采矿权涉及地方与

保护区存在重叠时，位于保护区

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胜利油田生产

设施果断全部退出，实施生态恢

复，守好这方净土。

此外，面积广阔、类型多样的

黄河三角洲湿地是众多生物栖息、

生长的摇篮，尤以鸟类为最。作为

全球鸟类迁徙生态网络的重要一

环，这里为东方白鹳、黑嘴鸥、鹤类

等关键物种提供了繁衍生息的理

想之地。即便在城区，很多水域也

保留了适合鸟类栖息的小岛。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生

态环境、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正

是得益于“护鸟”，使得黄河三角

洲成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

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白

鹤全球第二大越冬地和我国丹顶

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

“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湿地

在城中、城在湿地中，是东营市鲜

明的城市风貌。”上述负责人介

绍，黄河三角洲的湿地并不孤立，

而是融入了城市。通过湿地公

园、湿地小区、湿地生态廊道、小

微湿地精品建设，湿地与城市相

依相伴、相得益彰，城市精神、城

市血脉在湿地的映衬下得以生长

和赓续。

凭借与湿地和谐相融，人居

环境优雅自然，湿地景观独特而

迷人，东营曾连续两次被冠以“中

国最美湿地”的荣誉，也荣获了全

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俺们这儿种的豆子，总书记

都说好！”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黄三

角农高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

创新中心负责人罗守玉高兴地

说，正是眼前的这片盐碱地，在去

年10月26日创下了新的纪录：亩

产大豆470斤！

不仅是大豆，近几年，当地通

过生态化利用和种业创新，盐碱

地长出了产量高、品种好的多种

耐盐粮油作物，还有不少耐盐牧

草和中草药。大豆、黑小麦、藜

麦、马铃薯……罗守玉一一点着

名。马铃薯新品种亩产达4413公

斤，紫花苜蓿干草亩产595.4公斤，

甜高粱鲜重亩产5288.7公斤，黑小

麦亩产600公斤……

而在过去，这是完全不能想象

的。“要说这片地，还真脾气怪。怪

在仨字：‘碱’‘板’‘瘦’。过去啥模

样？地上光秃秃，满是‘白毛碱’。

干时梆梆硬，能当砖头砸钉子。土

壤肥力低，有苗无收成。”盐碱地生

物育种与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

大田主管李瑞田跟这片地打了十

几年交道，道出了关键所在：“生态

化利用很重要，节水、控盐、培肥是

关键。近3年，黄三角农高区地力

提升了1到2个等级。”

在黄三角农高区，脱胎换骨

的不仅仅是盐碱地。

“出发！”在黄三角农高区智

能农机平台，中科院计算所高级

工程师陈海华发出一条指令，4台

无人驾驶的“大铁牛”整齐列队，

直奔上千亩的苜蓿地。

“这些大家伙有讲头。”陈海

华走出控制室，来到停在田间的

一台“铁牛”旁，拍着银白色的弧

线机身说，“它叫‘鸿鹄’，是俺们

最新研发的，新能源、北斗卫星导

航、远程操控都是它的‘法宝’。”

陈海华告诉记者，苜蓿以“牧

草之王”著称，在这里一年能收四

茬。面前的 1500 亩地，靠“大家

伙”们不用2天就能收割完。

从人拉牛耕到机械上阵，从

全靠经验到利用数据，农业插上

了科技翅膀。据统计，全国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 60%，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0%，越来越多“泥腿子”挑上了

“金扁担”。

作为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

黄三角农高区前身是始建于1950

年的国营广北农场，被誉为“华东

地区农垦事业的先河”，2016年11

月，开启了盐碱滩上的掘金拓荒

之旅。

作为滨海盐碱地和冲积平原

的典型代表，黄三角农高区盐碱

土壤分布广泛、类型丰富，面积达

到43.97万亩，是探索荒碱地治理

新技术的天然本底试验场，180平

方公里国有土地成方连片、权属

清晰，规模化生产条件成熟，具备

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的独特优势。

“黄三角农高区不仅具有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更是拥有国

际顶尖的科技资源优势，为东部

沿海地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点燃了强大引擎。”黄

三角农高区创新中心科研人员乔

仁桂说。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成立、山东省生物技

术与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正式创

立、依托国家级星创天地青岛农

湾孵化器有限公司打造国家级现

代农业科技企业综合孵化器，并

与中科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山东

省农科院等 56 家高校院所合作，

引进科研团队116个，高层次科技

人才713人，实施省级以上各类科

技计划项目 58 项，强大人才储备

为山东省黄三角农高区掘金之旅

提供了强大后盾。

盐碱地“脱胎换骨”
人均GDP山东省内第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地生根

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工人正操控机械开镰收割东航

D11号航天大豆。 本报资料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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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当地通过生态化利用和种业创新，盐碱地长出了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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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华侨城A的守业之道

“公司‘十四五’规划明确了以

旅游为核心增长极，城镇化为底

盘，创新和数字化为新动能的发展

思路。公司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创新发展模式，

坚持以房地产和文化旅游为主要

业务。”

3月31日，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000069.SZ，以下简称“华

侨城A”）举行2021年度业绩发布

会，副董事长刘凤喜在会上回答投

资者提问时如此说道。

根据年报，2021 年，华侨城 A

实现营业收入 1026 亿元，同比增

长25%；公司净利润为71亿元，归

母净利润 38 亿元，均有所下滑。

截至 2021 年末，华侨城 A 的资产

总额与归母净资产分别同比增长

5%至 4800 亿元，同比增长至 3.6%

至812亿元。

文化旅游、房地产是华侨城A

的两大主营业务。近年来，华侨城

通过“文化+旅游+城镇化”发展模

式，在文化旅游创新发展、房地产

业务差异化、旅游与互联网融合等

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实践。在

特殊时期和房地产市场深度盘整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1 年华侨

城A的营收首次突破千亿规模，并

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三道红线”指

标保持“绿档”且全面向优，经营性

现金流连续两年为正。

守住基业：深耕文旅一守一进

华侨城A年报显示，2021年公

司旅游综合业务收入达433亿元，

同比增长0.25%。文旅，可谓华侨

城的根与基。多年来，华侨城不仅

适应着旅游市场，更在一步一步助

力中国旅游业发展。

从韧性，看根基。在防控常

态化、文旅行业遭到影响的特殊

形势下，抛开行业均值空谈规模

增量，显然既不客观，也容易误

伤。此时，更强的恢复能力，往往

意味着更强的韧性和后劲。综合

特殊时期前文旅消费规模，以及

过去两年的市场数据和产业动向

看，哪里的防控做得好，哪里的文

旅消费就会快速恢复。据华侨城

A 旅游管理部总监张树民介绍，

华侨城A旗下文旅企业全年共接

待游客 7797.9 万人次，为 2020 年

182%的水平，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150%。

根基在，明天就在。近几年，

华侨城A持续推出一批优质项目：

深圳欢乐港湾、南京玛雅海滩水公

园、南京欢乐谷、西安玛雅海滩水

公园、襄阳奇趣童年亲子乐园、扬

州梦幻之城有序落地，大型东方神

话秀《金面王朝》改版升级……爬

坡过坎，须守得住根基；留得青山，

才能赢得未来。眼前的困难没有

动摇华侨城深耕文旅的决心，这既

是着眼当下稳住基本盘的必然要

求，更是它凭此保持规模优势、推

动高质量发展以“赢得未来”的大

命题。

华侨城内部人士表示，“一守

一进，这是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策略。”“守”，指的是守住“利润垫”

和“现金流”。从华侨城A近两年

营收和利润等相关经营数据中可

管窥一二：2020年华侨城A净利润

157亿元，2021年为71亿元——尽

管同比下降 70%，但从绝对值看，

其利润规模依然保持文旅行业领

先，两年均值在已披露业绩的上市

文旅企业中位居前列。

“保持一定规模，允许适当回

撤，把更多精力放在未来战略和新

赛道上。”前述内部人士说道，华侨

城已连续两年手握数百亿的现金

流，这是对冲风险、获取信用的有

力筹码。

守住“利润垫”和“现金流”，

则为另一方面的“进”提供了坚实

后盾。这个“进”，就是指数字化

转型。

二次创业：更智慧更精准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行各业

的普遍共识。然而，转型往往意味

着阵痛和代价，而特殊时期带来的

冲击势必增加企业闯关夺隘时的风

险系数。对于重资产的老牌文旅企

业而言，这无异于“二次创业”。

守业难，创业更难。华侨城A

管理层在业绩说明会上介绍：“以全

方位打造‘数字华侨城A’为目标，

围绕管理信息化、业务数字化和数

字产业化，提升管理精益化水平，赋

能公司主营业务，助力公司实现高

质量发展。”华侨城此番策略，近年

来正持续获得市场正反馈。

体验更智慧。数字化、智能化

趋势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

现。特殊时期，“预约入园”成为常

态化防控的规定动作之一。早在

2018年，华侨城便上线其文旅官方

商城“花橙旅游”，并在近几年顺势

发力，实现了线下购票转向线上购

票并实名预约场景的无缝衔接。

“当前，消费升级是主流，消费细分

是常态。老百姓对于产品和服务

有什么需求，供给侧就要想办法去

满足。对于企业来说，认清趋势、

抓住机会是关键。”相关人士说。

缓急之间，认清趋势，运用数字化、

智能化科技创新成果提升文旅体

验，已成为大众呼声和消费期待。

依托创新和数字化两大新动

能，华侨城A正持续大力度推进数

字技术赋能各类文旅业务场景。

如今，刷脸入园、智能储物、虚拟排

队、AI智能推荐等已经在华侨城所

有业态中大规模应用，华侨城A旗

下南昌玛雅乐园和上海欢乐谷更

成为全国全面覆盖“人脸识别”系

统的智慧主题公园。在上海欢乐

谷热门项目中，游客可以通过8台

取票机以线上排队代替现场排队，

既节省时间，又避免人群聚集。在

顺德欢乐海岸 PLUS，景区已投入

使用的通码功能，大大提升了游客

便捷游园消费体验。

运营更精准。数字经济正在

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引擎，数据也日

益成为驱动新经济发展越来越重

要的新生产要素，对整个社会的影

响显著而深刻。华侨城 A 拥有庞

大的游客规模和消费数据基数。

“面向‘十四五’，华侨城将加强大

数据等应用，更准确地勾勒消费者

‘画像’，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提

高运营效能，进而提升游客体验。”

华侨城A方面表示。

近年来，华侨城A自主打造了

慧眼大数据平台，整合旅游大数据

平台、旅游口碑大数据监测平台、

旅游资源知识库等四个旅游管理

智慧化工程并已经投入使用，实现

对所有客户的精细化、精准化管

理，也实现了对企业的业务流程的

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质量标准化指

导，进而提升了整体管控效率。“我

们自主构建的华侨城智慧旅游管

理体系入选国家相关部门中央企

业‘十三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优

秀案例。”张树民介绍。

夯实基础：保持绿档稳健发展

“公司经营遭遇挑战，但发展基

础得到夯实。”华侨城A年报指出，

“过去一年，房地产业经历深度调

整，旅游业遭受特殊时期冲击，公司

业务也深受影响，加之高毛利房地

产项目的减少，整体利润出现下

降。但营业收入依然保持两位数增

长，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2022房

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测评成果显

示，华侨城A位列第22位。

年报显示，华侨城A“三道红线”

持续保持绿档，且全面向优。2021

年房地产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8%

至590亿元，占比提升至57.48%，毛

利率同比降低38个百分点至21%；

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399 万平

方米，签约销售额为825亿元。

对于房地产业务盈利水平的

下滑，华侨城A解释称主要有四个

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受房地产调控

政策影响，行业整体毛利率水平呈

现下降趋势；其次是公司内部结转

结构变化，深圳本部高毛利项目基

本结转完毕，导致本年结转项目的

毛利率下降。

还有，业内各地产公司为保证

资金安全趋于采取较为保守的投资

策略，华侨城A通过股权转让实现

的投资收益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减

少。此外，为确保后续更加平稳的发

展，公司按谨慎原则，经过认真评估，

对部分受市场不确定性影响，存在

减值迹象的存货等资产计提减值。

年报显示，2021 年，华侨城 A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 21.24 亿

元，2020年为8.49亿元。

过去一年，华侨城A新获取项

目23个，新增土地面积258万平方

米，计容建面435万平方米。公司

称，年内获取的土地项目中，有15

个项目以底价或接近底价摘牌，有

效降低了拿地成本。

物业管理服务方面，2021年，华

侨城A累计新增物业储备管理面积

442万平方米，新增物业管理面积

373万平方米。目前，公司整体管理

项目占地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

在管建筑面积超2000万平方米。

截至2021年末，华侨城A持有

的货币资金为676亿元，较2021年

初增加 71 亿元；货币资金占总资

产比例 14.08%，较 2021 年初增加

12%。通过保持项目拓展、销售回

款、对外融资的相对平衡，公司经

营性现金流健康稳定，自 2020 年

起持续保持净流入。

融资方面，华侨城A在2021年

综合运用直接融资、发行债券、权

益融资、保债计划、供应链融资等

多种手段，实现融资 586.25 亿元，

平均融资成本4.46%。

截至2021年末，华侨城A的资

产总额为 4800 亿元、所有者权益

达到 1208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

和9%。公司有息负债总额1402亿

元，较2021年年初减少13亿元，占

总资产比例为29%。同时，华侨城

A有息负债以中长期负债为主，其

中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非流动

负债占比为 20.2%，长期借款及应

付债券占比79.8%。

资产效率方面，2021 年，华侨

城A的总资产周转率为0.22，同比

上升 15%；存货周转率同比上升

70%至 0.3。项目整体开发速度从

5.26年缩短至3年。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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