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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我县着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按照县委、县政府打造“黄河明珠”的决策部 

署，县政协、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和黄河文化研究会立足 

我县黄河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两个优势，创 立 “大安澜湾” 

万里黄河新地标，在黄河下游区域文化竞争中占得先机。新 

的一年，建议在既有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文化研究和成果 

转化工作，着眼境内黄河全域策划一批具体景观项目，让 “大 

安澜湾”概念逐步落地生根，转化为对外具有辐射力、对内 

具有带动力的重要文旅资源。

2022年 5 月，由县政协、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牵头， 

成立县黄河文化研究会；2023年 7 月，又成立“大安澜湾项 

目推进工作专班”。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撰写出版《大 

河齐风》一书，在齐文化研究领域，首次形成了黄河文化与 

齐文化关联性的系统性论述；撰写出版《安澜文脉：千乘< 

欧阳尚书〉及传承》一书，站在黄河文化的角度，首次理顺 

了千乘《欧阳尚书》传承体系，为高青黄河文化增添了新的 

内涵；创办了《淄博黄河文化研究》（年刊）；论 文 《国家黄 

河文化公园规划建设过程中齐文化的发掘与利用研究》列入 

山东省文旅厅年度研究重点课题；论 文 《齐人治水的路径选 

择》入 选 “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层论坛”；论 文 《大安澜湾与 

齐国的黄河治理》《大安澜湾的酒文化》入选中国人民大学 

《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文化》。组织召开“黄河大安澜湾文 

化智汇论坛”，借助国内知名专家的力量，确 立 了 “大安澜 

湾”在万里黄河上的地标价值与意义。助力国井集团叫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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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黄河成就一瓶国井好酒”，助力黄河楼项目文化内涵的丰 

富，助力镇办和部门文旅、经济项目建设。可以说，黄河“大 

安澜湾文化”文化体系和主要内涵的构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在此基础之上，建议新的一年，进一步加强文化研究和 

成果转化工作，着眼境内黄河全域策划一批具体景观项目， 

让 “大安澜湾”概念逐步落地生根。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 主导思想

贯彻落实国家黄河战略，服从和服务于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总体部署，按照县委、县政府打造“黄河明珠”的 

决策部署，参照万里黄河旧有地标打造的经验，突出高青段 

黄河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两个优势，紧紧围绕“安澜”这一 

主题，创意策划一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较高观赏价值和市 

场开发潜力、便于网络传播的景观，为下一步“大安澜湾”

地标规划建设夯实文化基础。

二、 功能分区

建议全域总称“大安澜湾”。根据自然景观和文化内涵 

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区域，自上而下分别为“禹王湾”“白 

龙湾”和 “安澜湾”。未来争取和对岸及下游市县合作，建 

设黄河三角洲地区“大安澜湾”。

1、禹王湾

位置：以黄河马扎子景区为核心的黑里寨全段、青城西

段。

名称来源与释义：一是黑里寨跨黄河旧有于王口村，齐 

东县志亦称“禹王口”，这里旧有禹王口渡口。二是治理黄



河，大禹为首功。《汉书地理志》载：“禹治漯水，东北至千 

乘 （今高青县）入海，过郡三，行三千里。”此段黄河，古 

代为漯水故道，此地域在汉代也属于千乘郡范围。据此可知 

大禹曾经到过这里。

文化定位：黄河治理。马扎子在清咸丰五年决口，是黄 

河下游同时期最大的黄灾之一，以此为警示具有现实意义。

建议景观项目：除现有闸口、警示钟外，另建议，设立 

大禹治水群雕（包括仪狄造酒）；复建民国马扎子虹吸管（时 

为山东省黄河四大虹吸管之一）；设立禹王口渡口遗址；设 

立马扎子黄河决口纪念馆；设置齐东县八景之一 “东皋皓月” 

观景台等。

2、 白龙湾

位置：木李镇黄河滩内原白龙湾村，境内黄河最大的弯 

道在这里。以此为核心，东连黄河大桥和木李浮桥。

名称来源与释义：白龙湾村自古流传白龙在此战胜黑龙 

的故事；对岸的惠民县建有白龙湾景区。

文化定位：黄河高青故事。

建议景观项目：白龙湾的传说浮雕；老董家古玩村；老 

孟口 1976黄河抢险遗址、老孟口黄河防护林区；黄河大桥; 

木李浮桥陈毅、粟裕渡河纪念碑（刻陈毅渡河语：“今曰我 

携万民渡河，不久我军将饮马长江！”）；青城文昌阁；青城 

大集；青城八景浮雕；王家台屋；王家庄谭祖本、马晓云殉 

难处等。

3、 安澜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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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以黄河刘春家景区为核心，向东到堰里贾险工， 

包括慢城和天鹅湖、大芦湖、国丼集团国家四A级景区。这 

里也是“大安澜湾”的核心景区。

名称来源与释义：此段黄河因安澜牛雕塑的设立，自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即有“安澜湾”景观的实体存在。安澜一词 

最早出自《文选•王褒》：“天下安澜，比屋可封。”本意为水 

波平静，现也常常被人们比喻为时世太平祥和之兆。在清代， 

每当秋汛以后，只要黄河没有出现决口，就向朝廷奏报“安 

澜”。因此《清史稿•河渠志一》说：“前筑土坝，保固堤根, 

频岁安澜，已著成效。”

文化定位：齐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汇。

建议景观项目：在现有景观设施基础上，新增以下项目。 

大安澜湾地标；到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迎面大字广告牌“大 

河在斯”；黄河母亲雕塑；大河安澜浮雕墙（以齐文化与黄 

河文化关联为主体，上接大禹治水，下联田横文化、千乘与 

《欧阳尚书》文化、清代刘鹗千乘治黄文化）；许世友指挥 

部；国香国丼黄河安澜湾微生态区；大芦湖湖心鸟岛（浮岛）; 

大芦湖封闭式观景旅游线路；天鹅湖观鸟平台；国丼集团产 

业园文化提升等。

三、落实措施

一是持续深入做好黄河文化研究推广工作，打 牢 “大安 

澜湾”概念的根基。工作重点：1、抓住陈庄西周城址二次 

发掘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齐文化与黄河文化关联性研究， 

撰写出版《安澜旧事一讲述黄河高青故事》一书，推 进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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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通史》的编纂；2、编辑出版《淄博黄河文化研究》年刊 

第二期；3、适时举办“黄河大安澜湾文化智汇论坛”第二 

期，建议今年的主题是“‘大安澜湾’万里黄河新地标全域 

景观创意策划论证”，建议此后论坛每年举办一次；4、鼓励 

相关研究工作者积极参与全国、全省、全市的黄河文化研究 

活动，对外宣传推介“大安澜湾”万里黄河新地标。

二是在完善此创意策划书的基础上，经专家论证后，交 

由专业的设计单位或雕塑艺术家完成规划设计，待各方面条 

件成熟后组织实施。

三是发挥大安澜湾文化项目工作专班的职能作用，主动 

争取省市有关部门支持，尤其是争取省黄河文化公园工作专 

班的支持，立足我县黄河文化优势，争取项目对接，力争将 

“大安澜湾”列入国家黄河文化公园规划建设的重点，借助 

更大资源，打 造 好 “大安澜湾”万里黄河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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