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黄河来水来沙量持续减少，流路
固化、河床下切，黄河与湿地的水文连通性
降低，造成土壤盐渍化，黄河下游重要的生
态系统岌岌可危。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着眼长远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西部广大地区深入贯彻、积极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的战略图景一步步变成美好
现实。

经过一系列修复工程，黄河三角洲重
新成为重要的湿地，每年有数百万只鸟儿
经由这里迁徙、越冬和繁殖。黄河三角洲
保护区鸟类数量由建区时的187种增加到
现在的37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6
种、二级保护鸟类65种。

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优良
水质比例年均上升超5%，2022年，黄河干
流首次实现全线Ⅱ类水质。

青海：强化源头责任和干流担当

夏日的青海，万物盎然。扎陵湖碧波
荡漾，青海湖边万鸟翔集，贵德段黄河水清
澈澄碧，北川河湿地杨柳依依……

青海省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发源
地。“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联
手建设幸福河”，这是青海在黄河流域首届
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上的宣言，是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遵循并努力
践行的理念，更是履行源头责任、保护“中
华水塔”的庄严承诺。

2023年，青海坚持抓节水、控取水、减
排水。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省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限制
高耗水项目，创建19个县域节水型社会达
标建设县和819家省级公共机构节水型单
位。推进入河排污口监测、溯源、整治，实
施城乡排水管网新建、雨污分流改造和污
水处理厂扩能提标项目，全省城市、县城污
水处理率达到95.14%。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制定实施
《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以建设产业“四地”为目标，坚持走与
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具有青海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着眼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发挥富光、丰水、风好优势，清洁
能源装机规模达到全省总装机的 90%以
上，始终保持全国领先；着眼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农牧业提质升级，成
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
鱼生产基地；着眼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加
快补齐旅游基础设施、市场监管短板，实现
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互促共赢；着眼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成全国最大
的钾肥生产基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重要贡献。

青海将认真贯彻落实第二次黄河流域
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精神，正确处理保护
与发展、发展与安全、区域与流域的关系，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以持续
强化河湖长制、奋力建设幸福河湖新成效，
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
把黄河建设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作出青海
贡献。

在青海省，多个大中型水电站相继开
发，沿黄特色农牧业经济带建设加速推进，
乡村旅游也让当地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位于黄河岸边的贵德县河西镇团结村“美
地花田农场”，旅游发展带动了周边8个村
800余人就业。

兰措卓玛是团结村村民，也是农场的
务工人员，负责除草、修剪花枝等工作。“在
这儿干活离家近，还能顾得上家里，一年下
来工资能有2万元。”兰措卓玛说。

保护上游生态、为下游送去一河净水，
是青海对母亲河的责任和使命。这些年，
青海扛起源头责任，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黄河源头的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珍稀野生动物数量显著
增加，书写出人依河生、河因人美的“生态
答卷”。

四川阿坝 守护黄河文化根脉

黄河流入四川若尔盖湿地后，形成了
壮美的九曲第一弯，在川西北高原孕育了
厚重的黄河文化和多彩的民族风情。

近年来，四川省着力保护、传承和弘扬
好长江黄河文化，将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和
巴蜀文化、红色文化有机融合，不断提升文
化品质内涵、增强文旅产业实力。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依托黄河承载的
优秀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等资源，推动文化
生态保护区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参与
的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抢抓若尔盖国家公
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契机，扎实推
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截至目前，黄河流域四川段共有不
可移动文物 195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
座；有世界级非遗名录项目 3 项、四级非
遗名录 400 余项、四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500 余人；有各级各类非遗基地（工
坊）30 家。

如何通过文化赋能助力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阿坝州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
下，发展全域旅游，先后建成雅克大道、黄
河风景大道等景观大道，培育红原雅克音
乐季、若尔盖黄河大草原文化旅游节等
IP，创建41个A级旅游景区，开发“雪山草
地、长征丰碑”红色旅游线路5条，弘扬长
征精神、厚植爱国情怀。2023 年，阿坝州
黄河流域共接待游客1594.60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136.19亿元。

阿坝州始终树牢上游意识、强化上
游担当，坚决扛起保护黄河的政治责任，
大力实施“若尔盖山水工程”，累计修复
生态 19.2 万公顷，完成 394 座微型坝建
设，封禁14万亩湿地，项目资金执行率全
国第一。该工程建成后，每年将新增固
碳量 4.56 万吨、水源涵养量 3.33 亿立方
米，“一核两源六区”生态保护修复新格
局已初步形成。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下一步，阿坝州将统筹推进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河曲马黄河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国
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切实完善非遗保
护传承体系，提升创新转化能力，推动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甘肃 维护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大河奔涌，九曲连环；万里黄河，气象
万千。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入甘南、临
夏，穿兰州、白银，在甘肃两进两出。黄河
干流甘肃段913公里，占黄河干流总长度
的16.7%。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
养区和补给区。

作为沿黄省份，甘肃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按照党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落实的工作机制，凝聚合力推动黄河重大
国家战略走深走实。

近年来，甘肃省切实担负起黄河上游
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坚
持系统谋划，突出规划引领。成立由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省级协调推进领
导小组，下设一办五组，加强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在全面构建完成“1+N+X”
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甘肃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为落实
黄河国家战略提供了法治保障。

甘肃省立足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
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两大重
点，协同推进增绿、治水、保土、减污。积极
推进实施一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污染治
理项目，黄河流域生态功能出现积极变
化。2020 年以来，累计治理水土流失
2249.95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强
度实现“双降”。黄河流域甘肃段41个国
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2.68%，干流出
境断面水质连续8年达到Ⅱ类，实现了“一
河清水送下游”。

围绕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甘肃省加
强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积极推进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甘肃简牍博物馆建成
开馆，花儿、皮影戏、格萨（斯）尔3个项目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甘南扎尕那村入选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大河滔滔，奔流不息。甘肃省将以更
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使命担当、更实的工
作举措，保大河安澜，护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宁夏 打好“四水四定”主动战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
察时要求“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承担重大使命任务，
宁夏率先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在系统性提
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中展现“上游担当”，
成为黄河流域第一个与上下游省区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的省份、全国第一个实现跨省
域水权交易的省份。

今年，宁夏在体制机制上持续创新，开
展“四水四定”试点，探索构建与水资源承
载能力相协调、相适应的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模式。

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是全国水资源最
匮乏的省份之一，发展主要依赖有限的黄
河水。近年来，宁夏探索深度节水控水，以

“挖掘每一滴水的潜力”破解“水困”，促进
农业节水技术发展和乡村产业多元融合，
实现了农作物优质高产、水资源高效利用、
农民增收致富。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集村将 2000 多
亩耕地整合成集中连片的大田，村“两委”
带领村民通过现代化种植经营模式发展蔬
菜产业，种植户户均年收入由3万多元增
长到近10万元。

谈起增收的秘诀，火集村党支部书记
火彦红说，这主要得益于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的应用。“我们这里一勺水要倒成两摊
用，以前想大规模种菜是不可能的。现在
通过滴灌加覆膜，我们把水滴在菜根上‘锁
住’，水省了，产业也发展了。”

为破解水困，精打细算用好每滴黄河
水，宁夏在深化用水权改革过程中，围绕用

好市场机制，有序有效推动水资源向高效
益领域流转。目前，宁夏工农业用水确权
已全面完成，共确权工业企业3701 家、灌
溉面积1058 万亩，实现了用水权“总量管
控、定额分配、适宜单元、管理到户”。

宁夏还引入定价、入市等市场化手段，
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工业用水权有偿取
得。目前，33 家金融机构开展用水权质
押、授信、贷款 41 笔，共发放贷款 6.46 亿
元，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转换。同时，宁
夏还打通了市县间、灌域间、行业间、用户
间和不同期限的水权交易通道，共完成交
易330笔、交易水量2.178亿立方米。特别
是2023年11月，从四川购得黄河用水权指
标1500万立方米，完成了全国跨省域水权
交易第一单。

用好黄河水，必须提升水资源配置
效率。宁夏加快建设重大水利工程，黄
河宁夏段河道治理工程即将开工，贺兰
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全线推进，银川都
市圈城乡东、中线供水以及清水河流域
城乡供水等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通
水，宁夏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全国省级水
网先导区。

东临黄河的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
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山中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此前人们大
规模无序开采，让这座山伤痕累累，生态功
能退化。对此，宁夏持续深入开展贺兰山
等山脉生态环境整治，让沿黄地区生态环
境发生根本性好转。

宁夏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全域推进生态总体性保护、系
统性治理。在全方位努力下，宁夏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7年达300天以上，水
土流失实现总体逆转，黄河干流宁夏段水
质连续6年保持Ⅱ类进Ⅱ类出，实现了生
态环境由乱到治、由污到净的转变。

内蒙古 搭建“四梁八柱”

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在乌海、
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与内
蒙古拥抱，占黄河总长度的六分之一，是

“黄河几字弯”核心地带。蜿蜒流淌的黄
河，正见证着内蒙古完成“五大任务”和全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铿锵步伐。

黄河长堤风拂柳曳，乌海湖水波荡漾，
河套灌区绿色遍野，乌梁素海百鸟翔集，包
头黄河湿地曲水环抱，黄河老牛湾天蓝水
碧……近年来，内蒙古坚持对山水林田湖
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搭建黄
河保护治理的“四梁八柱”，编制印发了《内
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生态廊道建设
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
规划》等。“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经过持续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内蒙古黄河流域35个地表水断面环境质

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古老的母亲河正在
展开美丽新画卷。

内蒙古黄河流域自然景观壮丽秀美，
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遗产遗迹丰富，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内蒙古尽显责任与担当。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内蒙古依托多民
族文化融合以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
交融的特色，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和红
色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重点培育文化和旅游特色品牌，
讲好内蒙古的“黄河故事”，打造北部敕勒
川、南部黄河湾两大特色旅游带，建设黄河

“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推
动内蒙古黄河流域文化整体保护、活态传
承、创新发展。

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全面实施河湖长
制，完成了流域内 503 条河流、67 个湖泊
的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近年来，4841名各
级河湖长各司其职，累计巡河巡湖30.3万
人次。

2022年以来，内蒙古完成3061个入河
排污口溯源排查，沿黄3公里范围内350个
村全部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经过治理，内
蒙古黄河流域35个地表水断面水质明显
改善。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治沙变得更加简
单高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库布其沙
漠，治沙工人用加压水枪在沙地上冲出直
径几厘米、深一米的小洞，随后将树苗快速
种进去。通过应用这种“微创气流植树
法”，苗木成活率达90%以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库布其沙漠北缘、黄
河的南岸，形成了“绿带锁黄沙”的壮丽景
观，有效阻止库布其沙漠扩张，也减少了对
黄河的输沙量。

黄河边的盐碱地也正在成为“致富
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小滩子
村的黄河稻渔生态观光园里，小鱼小蟹在
稻苗间穿梭，“稻蟹鱼共生”的景象令游客
难忘。然而在过去，这里是撂荒多年的重
度盐碱地。黄河稻渔生态观光园副总经
理乔生说，通过改造，园区完成了高标准
农田基础建设工程，2022年水稻产量达到
约65万斤、鱼产量约8万斤、螃蟹产量约1
万斤。

黄 河 落 天 走 东 海 ，大 河 上 下 满 目
新。当前，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努力
闯新路、进中游的内蒙古正在把“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战略图景变
成美好现实。

陕西 红色圣地的“绿色崛起”

风沙、黄土、羊肚子手巾，裹挟泥沙
的黄河，荒芜贫瘠的山岭，满脸沧桑的老
乡……

曾几何时，延安总是以这样的形象出
现在大众视野。

古老的母亲河，似乎也格外怜惜这片
贫苦的土地，她缓缓流经这里，用滔滔河水
滋养浸润着这片黄土地，更以百折不挠的
磅礴气势孕育了黄河儿女自强不息、艰苦
奋斗的精神品格。

秉持着这种精神，延安于1999年率先
在全国开展退耕还林工作，掀起了一场波
澜壮阔的“绿色革命”。

25载岁月悠悠。如今，黄河如旧奔流
在这红色大地上，然而这里的山川大地早
已“换了人间”。

山变绿了。25年来，延安累计完成退
耕还林面积 1077.5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33.5%提高到 52.5%，植被覆盖度由 46%提
高到 81.3%，陕西绿色版图因此向北推移
了400公里。

水变清了。如今的延安，每年涵养水
源5.95亿立方米，年入黄河泥沙由治理前
的2.58亿吨降为0.31亿吨，水土流失总面
积减少10761.5平方公里，年降雨量由不足
450毫米增加到550毫米左右，“一碗水半
碗沙”早已成为历史。

天变蓝了。延安的沙尘天气由过去
的每年 27.2 次减少到 1 至 2 次，城区空气
优良天数从 2001 年的 238 天增加到 2023
年的322天，“圣地蓝”成为延安的一张亮
丽名片。

人变富了。依托退耕还林的好政策、
独特的气候优势和越来越好的生态资源，
延安大力发展林果种植业和旅游产业，让
昔日面朝黄土、靠天吃饭的陕北农民吃上

“生态饭”。
从黄沙漫天到绿荫成林，再从山川

着绿到林海生金，25 年来，这片红色圣地
真正实现了“绿色崛起”。220 万延安儿
女，正在绿意葱茏的黄河沿岸，绘出更美
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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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 曲曲动人

图片提供：文中相关单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23日下午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
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从本期起，本报陆续推出《新时代 新格局 新篇章》系列报道。

新时代新时代 新格局新格局 新篇章新篇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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