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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落 天

走 东 海 ，万 里 写 入

胸怀间。

天高水阔、岸美河畅。

金秋时节的黄河两岸沃野平

畴、生机无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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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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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贺兰山等重点区

域生态保护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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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治理提升颜值

千百年来，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

繁。着眼黄河之“病”，实现黄河之治，需要厚

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不断提升绿水青山“颜值”。

行走在乌梁素海环湖公路上，只见波光

粼粼的湖面上鱼跃鸟飞，不远处一艘汽艇在

宽阔的水面上劈波斩浪，几只天鹅振翅高飞，

令人心旷神怡。

乌梁素海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

内，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淡水湖泊，是候鸟南北

迁徙的主要通道，也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功能性

湿地，流域面积约1.63万平方公里，对调节北方

气候和黄河干流水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当地居民介绍，很久以前的乌梁素海水

质好，鱼类资源丰富，有鲤鱼、鲫鱼、鲢鱼、草鱼

等 20余种鱼类，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大渔场，

每年鱼产量达 500多万公斤。“在 2000年左右，

乌梁素海的水质开始变得浑浊，每到春天刮大

风时，湖水的味道臭不可闻，颜色像酱油一样

不堪入目。”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湿地保护大

队的刘文斌回忆说，当时有专家预测，这片湖

若不治理，10年至20年内将会消失。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黄河上、中游

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排入乌梁素

海的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逐年增加，每年

多达 3300 万吨。

对 此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下 定 决 心 进 行 治

理。巴彦淖尔市坚决抓好生态保护治理，实

施“四控两化”行动，抓保护，强治理，乌梁素

海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成功获批乌梁素

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

工程并基本完工。

“我 们 坚 持‘ 湖 内 的 问 题、功 夫 下 在 湖

外’，由单纯的‘治湖泊’向系统的‘治流域’转

变，整合和争取各类项目支持。”乌梁素海生

态保护中心原主任杜占贵介绍，当地按照

“山、水、林、田、湖、草、沙能力建设”和“点源、

面源、内源、生态补水、物联网建设”及“水生

态治理”等方面进行综合整治。

2018 年，巴彦淖尔市启动实施点源污水

“零入海”工程，对 7座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

造。同时，打通 120 公里网格水道，建成 60 平

方公里生物过渡带，加快湖区水体循环；2019年

4月，总投资约 56亿元的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利用 3年

时间持续改善乌梁素海流域生态功能。

如今的乌梁素海水域面积已达到 293 平

方公里，最大库容达到 5.5 亿立方米，湖区有

鸟类 264 种、鱼类 22 种，每年有 600 余万只

候鸟在此停歇。

因地制宜科学利用

昔日盐碱地，今日优质

田。开发利用好盐碱地资

源对提升黄河三角洲生态

质量、保障粮食安全意义

重大。

秋分时节，山东东

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示 范 区

盐 碱 地

现代农业试

验示范基地内

金黄遍野，一派大

好的丰收景象。“现在

的土壤比较松软细腻。”中

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黄

河三角洲盐碱地农田生态系统观测

研究站站长王光美俯身拿起土块轻捻，细土

便从指尖滑落下来。

总面积达 350 平方公里的黄河三角洲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 2015 年国务院批

复同意设立的。由于海水侵袭等因素，黄三

角农高区 80%以上都是盐碱地，土壤盐分含

量从 1‰至 10‰自西向东梯次分布，覆盖轻

度、中度和重度三种盐碱地类型，是滨海盐碱

地的典型代表。

“土壤盐分含量高，保水保肥能力低，若

开展春种，发芽率会非常低。”2018 年 3 月，王

光美带领团队来到农高区，彼时地表没有植

被覆盖，到处可见斑驳的盐渍。种植什么作

物，不耽误粮食种植，还能提高土壤肥力？王

光美团队想到冬季绿肥：冬季时间短，种植绿

肥，可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减少春季返盐；

等到绿肥盛花期，将其翻压还田，还能改善土

壤结构，提高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含量，一举两

得。然而，提高地力仅靠绿肥还不够。

在农高区中国科学院生物产业技术中试

研发平台车间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拎起

肥料桶，加料、定容、搅拌⋯⋯流水线高速运

转，72 小时后就是成品微生物菌剂。“我们生

产的微生物菌剂，绿色无污染，还能提高地

力。”研发人员岳国磊说。

近年来，农高区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

探索出一套盐碱地改良技术新体系。其自主

研发的有机循环农业模式，应用微生物菌肥、

生物有机肥、绿肥换填等方式，走出了一条“用

养结合”“种养结合”的新路。近3年来，土壤有

机质含量提高 22%以上，有益微生物数量提高

4 倍至 7 倍，减少化肥使用量 32%以上，地力

提升 1 个至2个等级。

立 足“ 黄

河入海口”和“国际重要湿地城市”的实际，东

营市积极探索差异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

典型模式。盐碱地治理和综合利用模式便是

典型模式之一。

东营市有 341.8 万亩盐碱地，占山东全省

的 38%。全市打造沿黄沿海盐碱地特色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从提升盐碱地生态价值入手，

选择科学利用途径。如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思

田汇农业科技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等科研机构，以“盐碱地耐盐牧草种植—健康

畜禽养殖—生物有机肥生产—盐碱地改良和

肥 力 提 升 — 高 产 高 效 种 植 ”为 链 条 ，打 造

6000 亩示范基地，构建“草—牧—园”滨海盐

碱地现代利用模式，综合亩均纯收益达到

1485 元，实现盐碱地由传统“高耗低效”开发

向“高效、高质、高值”绿色生态利用转换。

河畅其流造福两岸

自 2018 年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连续 5 年实施乌梁素海应急生态补水，累计

补水 28.81 亿立方米，乌梁素海水质由劣Ⅴ类

改善为整体Ⅴ类、局部Ⅳ类，鱼类鸟类逐渐得

到恢复，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并将生态调度

由下游扩展到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

自 2012—2013 调度年以来，利津断面年

均进入渤海水量达 242.8 亿立方米，比上一个

十年（2002—2012 年）均值 179.5 亿立方米增

加 63.3 亿立方米，其中向黄河河口湿地实施

生态补水 9.1 亿立方米，最大程度呵护了我国

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同时，实施引

黄入冀补水 77 亿立方米，促进了河北雄安新

区水城共融、白洋淀生态修复和华北地区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通过生态调度，宝贵的黄

河水资源在更多区域发挥了生态效益。

去年 10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要 求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结 合

实 际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 同

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水安全保障规划》《黄委推动新阶段黄河

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行动方

案》编制完成，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路径更

加明晰。

黄河安澜更有保障。加快构建抵

御自然灾害的防线，古贤水利枢纽前期

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黄河下游标准化

堤防全面建成，禹潼河段治理、黄河下

游“十四五”时期防洪工程开工建设。

持续开展调水调沙，下游主河槽最小平

滩流量提升到 5000 立方米每秒，进一

步打开了下游防洪调度空间。

河畅其流造福两岸。强化水资源

最大刚性约束，严格节水评价，累计核

减申请水量 7292 万立方米，对黄河流

域 6 省（区）的 13 个地表水超载地市和

62 个 地 下 水 超 载 县 暂 停 新 增 取 水 许

可，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有效遏

制违规取用水。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

和优化配置，2019 年以来干流累计供水

910 多亿立方米，实现黄河连续 23 年不

断流，为国家粮食连年丰收和流域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贡献。

黄河生态功能明显增强。深化生态

调度，黄河流域 10 条重点河流、20 个主要

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全部达标，持续开展向

乌梁素海应急生态补水、引黄入冀和河口

湿地生态补水，河道生态功能明显增强。

强化河湖管理，清理整治河湖“四乱”问题，

河湖面貌焕然一新。

长河激浪起，潮涌日日新。立足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黄河保

护治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建设必将成色更

足、品质更高。

潮涌河洛景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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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出

峡谷，涌入

平 原 ，黄 河

在河洛大地织

就 了 密 布 的 河

湖水网。

黄河岸边的古

都河南洛阳，因水而

得 名 ，因 水 而 兴 盛 。

作为黄河的支流，伊河、

洛河、瀍河、涧河穿城而

过，让洛阳成为北方地区

少有的富水城市。

在 千 年 古 刹 白 马 寺 南

面的枣园村旁，清澈的洛河

水蜿蜒流过，一座枣东大桥

横跨两岸。大桥的两侧，是

新建的游园。漫步游园，目之

所及，近处碧波荡漾，远处飞

鸟翔集，一派和谐的生动景象。

这 里 就 是 洛 河 白 马 寺 断

面。“目前，这里的水质已达到Ⅲ
类标准。”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局

长蒋智涛说，近年来，洛阳市以改

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防控水

环境风险为底线，统筹推进水资

源利用、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更

加宜居。

“看，是灰鹤和白琵鹭！”9 月 22

日，在洛阳孟津区黄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保护区科研监测人员惊喜地发现了 1 只灰

鹤和 6 只白琵鹭，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孟津黄河湿地是冬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每年有大量候鸟在此

栖息越冬，当日看到的珍稀候鸟灰鹤和白琵鹭为近年来到达孟津

黄河湿地最早的一次。随着孟津黄河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

物多样性显著增加，黄河湿地保护区已成为鸟类的乐园，目前保护

区共记录鸟类31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54种，鸟类数量达15万余只。

“十三五”期间，洛阳市洛河水系整体水质由 2016 年的轻度

污染持续改善，2020 年达到优；伊河水系整体水质保持良好以

上，均为优或良；伊洛河水系整体水质由 2016 年为轻度污染持

续改善，2020 年达到良；北汝河水系整体水质保持稳定，均为

优。洛阳市 7 个政府责任目标考核断面每年均达到或优于省政

府确定的水质目标要求。

近年来，洛阳市重点实施了以饮用水源地整治、黑臭水体整

治等为主要内容的水污染防治攻坚任务，2018 年至今，共完成

相关工程 150 余项，保障了伊洛河出境断面水质达到省定的Ⅲ
类标准，洛阳市水环境质量位居河南省前列。

与此同时，洛阳市持续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划定 10 个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20 个县级饮用水源保护区、106 个乡镇

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积极开展县级以上地表水型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环境问题整治“回头看”工作，确保全市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

“洛阳是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下一步，我们将坚

持目标导向，以饮用水保护、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障、水

生态修复、水风险防控为重点，持续深入打好打赢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蒋智涛表示，洛阳还将与郑州等地加

强沟通，会同相关部门调整完善水污染动态排查，完善

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动机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作出更大贡献。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
呈“几”字形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9 省区，注入渤
海。黄河全长 5464 公里，水面落差 4480
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
面积4.2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长河。黄
河流域西接昆仑、北抵阴山、南倚秦岭、东临
渤海，横跨东中西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也是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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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景色壮美的黄河内蒙古段。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图② 秦晋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图③ 甘肃省玛曲县阿万仓湿地内的河流和沼泽。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