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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从历史中走来，在文化中流淌。对于我们来
说，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
之河。千百年来，黄河与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
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黄河安澜，国泰民安。今天的黄河流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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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好这条母亲河，是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
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更是
为黄河擘画了发展新蓝图。从此，中华民族两条母亲河
的发展，都上升为了重大国家战略。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生态系统是
一个有机整体，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相互影响，要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加大黄河流域污染治理，推进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完善水沙调控机制，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黄河流域要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当前，黄河上中游7省区的发展还不充分，同东部
地区及长江流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要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发挥各地比较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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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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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特色优
势现代产业体系。

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应是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要积极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推进黄河“几”字弯都
市圈协同发展，强化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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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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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
功。黄河流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

抓好大保护 推进大治理
□ 熊 丽

金色初秋，走进山西省永和县乾坤湾
这个曾被专家称为“不能绿化、不敢绿
化”的禁区，层林尽染，黄河蜿蜒，再也
见不到石质山的影子。作为山西沿黄和吕
梁山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县，山西省大力
度全方位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举措，改变
了该县黄河流域沿线植被稀少极度脆弱
的生态环境。“从2005年开始，县里以保
护黄河生态、增加群众收入为目标，创造
性地运用垒石坑客土回填、PVC管道输
土造林等技术，先后在永和关、乾坤湾
等重要区域实施石质山地荒山绿化工程
10200 亩。近年来，我们采取宜造则
造、宜补则补、宜封则封、宜改则改的
办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沟、
梁、峁、岔、滩齐头并进，取得了积极
成效。”永和县林业局党支部书记王爱民
介绍。

山西省委、省政府重点围绕吕梁山生
态脆弱区等“四大区域”，创新推进购买式
造林等十大机制，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等
十大工程，全流域布局，按山系治理，统
筹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初步建成
以沿黄地区经济林及平原地区农田防护
林、吕梁山中南部水土保持林、汾河上游
水源涵养林、北部风沙区防风固沙林为骨
架的区域防护林体系。目前，黄河流域完
成造林2158万亩，进一步筑牢保卫黄河流
域生态屏障。

善治更要善保。山西通过 《永久性
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将5600万亩永
久性生态公益林纳入立法保护，其中黄
河流域 5483.12 万亩，并从 2019 年起全
面实施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在湿
地保护修复方面，山西省将黄河流域
46%的湿地纳入保护范围，湿地生态系
统得到恢复，生态功能逐步趋于完善。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山西省高质量发
展林草产业，促进农民在增绿中增收致
富。截至目前，全省干果特色经济林总
面积1950万亩，其中黄河流域干果特色
经济林总面积1860万亩。

今年，山西省集中将造林工程任务
向黄河流域倾斜，着力抓好黄土高原百
万亩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基地建设、黄土
高原综合治理林业示范建设等项目。加
快沿黄通道的绿化美化，大力营造景观
林，科学发展经济林，构建形成“城景
通、景景通”的绿色长廊和“林果相
随”的富民大道，带动黄河流域形成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调推进大治理”的
格局。加快编制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技术
方案，从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产
业、改革创新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同
时，利用黄河流域生态旅游资源，融入
全省“三大旅游板块”，大力发展森林旅
游和生态康养产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山西山西：：石质山地荒山变绿石质山地荒山变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梁 婧婧 刘存瑞刘存瑞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地处黄河上游，全
境属于黄河流域，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保
护黄河义不容辞，治理黄河责无旁贷。

记者驱车沿着银川滨河大道一路向北行驶
20多公里。“你们看，两年前这里两岸不仅没有
植被，加上附近居民办农家乐、建小鱼塘，影响
了黄河水质。”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高晓
杰说。

眼前这个银川滨河水系截污净化湿地扩整
连通项目，全长53.6公里，面积1.1万亩。整个
项目2017年底启动、2018年11月连通、2019
年8月完成表流湿地建设和两岸植被种植，提前
预计工期120天完成。

银川是这样的速度，吴忠市也不慢。“有效
面积16万平方米、处理污水6万立方米的吴忠

市第一污水厂尾水水质提升工程于2018年10
月1日动工，目前完成93%。”吴忠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杨晓明说。

“实现高速高效，管理创新最重要。”宁夏生
态环境厅厅长张柏森说，首先是高位推动，目标
确定，责任夯实。自治区先后出台《关于推进生
态立区战略的实施意见》《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等措施文件，与5个地市和宁东管委会
签订目标责任书。其次是实施联防联控。一方
面建立自治区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和
联席会议制度，另一方面完善“河长制”，全区
840个河湖水系被纳入河长制工作范围，明确
3770名党政领导干部担任河长，建成全区统一
河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所有河湖水系河长制
全覆盖。第三是加强项目谋划，每年推出并实

施一批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确保生
态治理取得扎实的成效。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靠的
是科技支撑。“在银川滨河水系截污净化湿地扩
整连通项目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瓶颈是科
技创新难题。”高晓杰说，为了使周边流入黄河
的污水均能彻底实现净化达标，在西北率先采
用现代“石墨烯光催化网”技术，通过增加水中
溶解氧，继而使得水中的氮、磷、钾等污染物进
一步吸收和降解。

通过几年的治理保护，黄河流域宁夏段水质
呈现向好态势。去年以来，黄河宁夏段干流水质
保持在“Ⅱ类水进Ⅱ类水出”，15个国控考核断面
Ⅲ类及以上水质断面达到80%，全面消除了劣Ⅴ
类水体，全区水环境质量呈逐步改善向好态势。

宁夏宁夏：：水环境质量改善提升水环境质量改善提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许 凌凌 拓兆兵拓兆兵

黑颈鹤成双成对，灰雁拖家带口，白鹤成群结
队……在四川阿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湖生
态修复试点区，鸟儿们正加紧做着向南方长途迁徙的准
备工作。

“现在已经进入观赏黑颈鹤的最佳季节，白天，它们
飞出去觅食，到了傍晚，会有几十上百只聚集到一起，
做着迁飞的准备。”说起黑颈鹤和其他鸟儿们，四川若尔
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科长韩金锋如数
家珍。“鸟儿特别是黑颈鹤可以说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
重要参考指标。”韩金锋说。

黄河自甘肃进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流经包括
四川、甘肃等省多个县在内的大若尔盖湿地保护区时，径
流量开始大幅增加。“若尔盖湿地保护区内的湿地生态系
统，在稳定该流域内的生态平衡，调节西北内陆气候方面
具有重要生态意义，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对
下游水量均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黄河的一级支流——

黑河在保护区的东南部流入，由东至西
贯穿整个保护区，黄河流经这里后，雨季
径流量增加 29%，枯水季径流量增加
45%。由此可见湿地保护区对黄河流域
的重要性。”韩金锋介绍说，若尔盖湿地泥炭
总储量十分丰富，达71亿立方米，平均深度10
米，总蓄水量为100亿立方米，既是世界上最大
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奇特的“固
体高原水库”，有黄河“蓄水池”美誉。

但早些年，由于过度放牧以及受到鼠害影响，若尔
盖湿地退化严重。近年来，四川加快建设川西北生态经
济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围绕“保护优
先、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湿地保护方
针，对整个区域的湿地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治理，在保护
高原湿地及其珍稀野生生物物种、维护其对黄河水流的
调节作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

四川四川：：湿地保护区黑颈鹤多了湿地保护区黑颈鹤多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钟华林钟华林

黄河源头发源于玉树州曲麻莱县黄河源头发源于玉树州曲麻莱县，，流流
经青海省经青海省 1616 个县个县，，汇入干支流汇入干支流 917917 条条，，
4040个湖泊个湖泊，，绵延绵延16941694公里公里。。一年来一年来，，青青
海省出台了海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高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强化水资源保护强化水资源保护
利用顶层设计利用顶层设计，，完成完成《《““中华水塔中华水塔””水生水生
态保护规划态保护规划》《》《湟水流域水网规划湟水流域水网规划》《》《青海青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利专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利专项
规划规划》》 和和 《《兰西城市群水利保障专题报兰西城市群水利保障专题报
告告》》 等等，，切实做好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切实做好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
利用利用。。

青海立足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现青海立足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现
状状，，加快推进事关全局加快推进事关全局、、支撑发支撑发

展展、、生态保护和惠及民生的重生态保护和惠及民生的重
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青海青海
水利厅对黄河流域实施强监水利厅对黄河流域实施强监
管保生态的措施管保生态的措施，，把水资把水资
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
束束，，按照最严格水资源按照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管理““三条红线三条红线””控制控制
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完成国家重完成国家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保障达标建设任务保障达标建设任务。。

去年以来去年以来，，青海省青海省
水利部门强力推进河湖水利部门强力推进河湖

““清四乱清四乱””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致力清理乱占致力清理乱占、、乱采乱采、、
乱堆乱堆、、乱建乱建，，推动河湖长推动河湖长

制不断落到实处制不断落到实处。。水利部水利部
反馈反馈、、省市省市((州州))县自查的县自查的756756

项河湖项河湖““四乱四乱””问题整改销问题整改销
号号，，共拆除涉河湖违规建筑面积共拆除涉河湖违规建筑面积

88..7777万平方米万平方米，，清理非法占用河道清理非法占用河道
岸线岸线1111公里公里、、非法围堤非法围堤1616..11公里公里、、非法采非法采

砂点砂点4444处处。。目前目前，，全省运行的全省运行的194194座水电座水电
站实现生态基流下泄设施站实现生态基流下泄设施、、监控装置应设监控装置应设
尽设尽设，，生态基流基本得到保障生态基流基本得到保障。。

青海省水利厅以深入推进河湖长制为抓青海省水利厅以深入推进河湖长制为抓
手手，，让河湖自然修复让河湖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休养生息转变，，维护维护
河湖健康河湖健康。。打开打开““青海河长制青海河长制””微信公众服微信公众服
务平台务平台，，设有随手拍设有随手拍、、投诉举报管理投诉举报管理、、监督监督
举报电话等功能举报电话等功能。。青海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青海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
处长程鹏介绍处长程鹏介绍，，现在监管手段更加便捷现在监管手段更加便捷，，全全
省河湖长制管理信息平台建成投运省河湖长制管理信息平台建成投运，，县级以县级以
上平台安装使用率上平台安装使用率100100%%，，各级河湖长各级河湖长、、管管
护员使用手机护员使用手机APPAPP巡河巡河、、巡湖巡湖，，工作效率明工作效率明
显提升显提升。。监管范围更加明确监管范围更加明确，，对流域面积超对流域面积超
10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平方公里的河流、、水面面积水面面积11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以上的湖泊以上的湖泊，，划定了管理范围划定了管理范围，，并向社会作并向社会作
了通报了通报。。推动河湖立法推动河湖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完善规章制度，，
落实落实““一河一河（（湖湖））一策一策””，，改善河湖面貌改善河湖面貌。。
利用遥感解译利用遥感解译、、无人机等手段开展了水土无人机等手段开展了水土
流失动态监测流失动态监测、、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项目““天地一体天地一体
化化””监管监管。。

青海扎实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青海扎实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设立了设立了1111个个
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现了对重要自然生态的有实现了对重要自然生态的有
效保护效保护。。国土绿化不断推进国土绿化不断推进，，野生动物种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显著增加群数量显著增加，，黄河上游自产水资源量黄河上游自产水资源量
增加增加，，出省干流断面水质连续出省干流断面水质连续1212年稳定年稳定
保持在保持在ⅡⅡ类以上类以上，，水生态涵养功能不断水生态涵养功能不断
增强增强。。

青海把维护黄河生态安全作为一个有青海把维护黄河生态安全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机整体，，统筹谋划上下游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干支流、、左右左右
岸保护与治理工作岸保护与治理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分类
施策施策，，加强综合治理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源头治
理理，，深入抓好水土保持深入抓好水土保持、、水患防治等工水患防治等工
作作，，确保确保““黄河水塔黄河水塔””丰沛永固丰沛永固。。

奔腾不息的黄河从三门峡进入河南，昂首东进，铺
开沃野万里。“我们牢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的殷殷嘱托，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大力弘
扬黄河文化，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谱写出精彩篇
章。”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表示。

进入初秋，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空湛
蓝，绿意盎然。小秦岭是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
源涵养地，也是全国第二大黄金主产区，过去半个世
纪的粗放无序开采，让母亲河滋养的这块山林变得千
疮百孔。

为了让小秦岭恢复生态、让河水变清，河南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打响了一场再造一个小秦岭的生态保护战。

从2016年至今，在小秦岭的沟沟岔岔，共有77万
人次投入矿山治理修复的工作中，累计投入资金1.89亿
元；1000多个坑口被关闭，1.4万个生产生活设施被拆
除；固定矿渣2065.5万吨，清运矿渣520.2万吨，出动
13万辆次运渣车；栽植苗木75.7万株，播撒草种1.4万

公斤……
从2017年开始，三门峡市委、

市政府连续3年将矿山环境治理和
生态修复工作列入全市“攻坚战”
之一，3年内达到“老问题逐步解
决、新问题不再产生、生态环境
总体向好”的整治目标。石头窝里
种树，一车土运上山要花1000元
左右。为了保土，采用“梯田式”

“之字形”降坡治理渣坡，在渣坡上
固定挡板、修排水渠、铺滤网防覆土
流失，在每个树坑底部铺设可降解无
纺布固土保墒。一次次费尽心思的探索
创新，有效解决了小秦岭复杂条件下的生
态修复难题。

如今，梯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树木亭亭
如盖，一派生机盎然。

河南河南：：深度修复生态更美深度修复生态更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夏先清夏先清

青海青海：：生态涵养功能增强生态涵养功能增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玉宏马玉宏 石石 晶晶

图图③③ 山东省日照市阳光海岸绿山东省日照市阳光海岸绿
道道。。该绿道将日照市沿海优质沙滩景该绿道将日照市沿海优质沙滩景
区串联起来区串联起来，，成为一条亮丽的海岸成为一条亮丽的海岸““绿绿
丝带丝带””。。 宋年升宋年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④④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山水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项目林田湖草综合治理项目。。

孙孙 猛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图①①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
县境内黄河县境内黄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石 晶晶摄摄

图图②② 四川阿坝州若尔盖湿地四川阿坝州若尔盖湿地，，水水
草繁茂草繁茂，，生机蓬勃生机蓬勃。。

周汉兵周汉兵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