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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
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陕西省委书记胡和
平、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生态环
境部部长李干杰、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主
任何立峰先后发言，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书记李纪恒、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四川省委书记彭
清华、甘肃省委书记林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
峰提供书面发言，分别从黄河流域生态修复、水土保持、
污染防治等方面谈了认识和看法，结合实际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
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
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
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积极支持流域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解
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

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
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黄河宁，天下平”。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
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
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流域用水
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
效显著，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施，上
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
显著增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生物多样性明
显增加。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群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
位进一步巩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滩区居民迁建
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要清
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流域
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
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习近平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
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上游要以三江源、
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
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有条件的地方要
大力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有的地方则要以自然恢复
为主，减少人为干扰，对污染严重的支流，要下大气力推
进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
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

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
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河多年没
出大的问题，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要紧紧抓住水沙关
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解决九龙治
水、分头管理问题，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
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

第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黄河水资源量就
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
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
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
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
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
集约转变。

第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宜
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
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三
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是保护生态，
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生态产品。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
食主产区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区域
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集约发展，提高经
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贫困地区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水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第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
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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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领导，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
优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尊重规律，更加注重保
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紧开展顶层设计，
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习近平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非一日之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
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让黄河造福人民。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齐心协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要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空间一体化保护和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形成上游“中华水
塔”稳固、中下游生态宜居的生态安全格局。要坚定不移
走高质量发展路子，因地制宜构建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
业体系，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韧性。要把保障改善民
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提升全流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让黄河流域人民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出一套符合市场规律和
方向的合作机制，形成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强大合力。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 黄 河 成 为 造 福 人 民 的 幸 福 河

韩正出席并讲话

9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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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三版）

9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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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座谈会前，习近平于17日下午在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沿黄河岸边步行
察看周边环境，了解沿黄地区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堤防建设和防洪形势等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能源能源，，是经济是经济““血脉血脉””，，与新中与新中
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更记载着中国更记载着中国
工业发展坚实的脚印工业发展坚实的脚印。。

19471947 年年 44 月月，，刘少奇刘少奇、、朱德率朱德率
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由于缺乏由于缺乏
电力供应电力供应，，指挥中心晚上需要点蜡指挥中心晚上需要点蜡
烛照明烛照明，，发电报依靠手摇发电机发电报依靠手摇发电机。。
19481948年年77月月，，一条电力线路从沕沕一条电力线路从沕沕
水发电站架设到了西柏坡中共中水发电站架设到了西柏坡中共中
央驻地大院央驻地大院，，太行山坳中的西柏坡太行山坳中的西柏坡
第一次被电灯照亮第一次被电灯照亮。。在灯光中在灯光中，，迎迎
来了新中国的曙光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7070年来年来，，中国能源从无到有中国能源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从有到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得了历史性成就。。目前已形成煤目前已形成煤
炭为主体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石油天然
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
供应格局供应格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一大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一大
能源消费国和全球第一大能源生能源消费国和全球第一大能源生
产国产国，，装机总量装机总量、、电网规模电网规模、、水电装水电装
机机、、风电装机风电装机、、光伏装机光伏装机、、煤炭产量煤炭产量

等多项指标居世界第一位等多项指标居世界第一位。。能源能源
的发展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活水平提高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
保障保障。。

从缺油少煤到世界从缺油少煤到世界
第一能源生产大国第一能源生产大国

新中国成立那年新中国成立那年，，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
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凤起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凤起刚 1212
岁岁，，在他的印象中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人们生活当时人们生活
中极少用电中极少用电，，很多地方连照明用电很多地方连照明用电
也无法保障也无法保障。。他回忆道他回忆道：：““我小学我小学
放学回家后得赶紧做功课放学回家后得赶紧做功课，，省得晚省得晚
上灯光太暗上灯光太暗。。””

19491949 年年，，我国能源生产量仅我国能源生产量仅
23702370 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不及现在的百不及现在的百
分之一分之一，，全国人均生活用电不足全国人均生活用电不足11
千瓦时千瓦时。。最紧缺的还是石最紧缺的还是石
油油，，家家户户煤油灯里的煤家家户户煤油灯里的煤
油都是进口的油都是进口的，，所以又被称所以又被称

为为““洋油洋油””。。
石油短缺的背后是新中国石石油短缺的背后是新中国石

油工业的羸弱油工业的羸弱。。虽然经过虽然经过 33 年恢年恢
复期复期，，但到但到 19531953 年全国原油年产年全国原油年产
量也只有量也只有4343..55万吨万吨，，仅仅能满足社仅仅能满足社
会生产需求的三分之一会生产需求的三分之一。。

为了扭转石油工业落后局面为了扭转石油工业落后局面，，
解决国民经济对能源需求的燃眉解决国民经济对能源需求的燃眉
之急之急，，19561956年春节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主席在
1010天时间内两次听取石油工业部天时间内两次听取石油工业部
汇报汇报，，提出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提出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
勘探勘探。。随后不久随后不久，，举举
世瞩目的大庆油田世瞩目的大庆油田
被发现被发现。。
（（下转第四版下转第四版））

能源丰盈能源丰盈““血脉血脉””强强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王轶辰

（（更多报道见五至八版更多报道见五至八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千百年来，奔腾
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
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曾几何时，黄河由于自然灾害频
发，特别是水害严重，“三年两决口、
百年一改道”，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
灾难。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为了黄河
安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时代，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
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
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
全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

继推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后，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摆上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议事日程……

“我一直很关心黄河流域
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
分量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发展情况，多次就三江源、祁连山、
秦岭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
要求。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
考察期间，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
态和经济发展。

18 日上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河南郑州
举行。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
黄河问题还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
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
视。”主持会议的习近平总书记开宗
明义，“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从上游到下游，从地方到中央，
沿黄9省区负责同志来了，十几位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
来了。大家共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大计，谈认识、讲体
会、摆问题、提建议，开门见山、直抒
胸臆。 （下转第四版）

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