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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23，黄河水利这一年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确定调研课题 162个，推动 105项工作开

展，在水利部学党章知识竞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完成 29名高层次人

才“一人一策”培养方案。

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齐头并进

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顺利下闸蓄水，禹潼段治理工程17个项目全

部完工，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工程第一批 21座通水，下游“十四五”防洪

工程主体完工73处，古贤水利枢纽工程环评报告获批。

水旱灾害防御扎实有效

成功应对 11条支流 17站次超警洪水和 5省区部分地区较重旱

情，首次实现下游有居民点的 1356座淤地坝度汛措施现场排查全覆

盖，首次调度支流水库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下泄清水，降低对水生生物
和栖息地影响。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黄河干流连续 24年不断流，东居延海连续 19年不干涸，完成 94
个县域的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复核，复核 1165个水源地基础信息，筛

选重要饮用水水源地118个。

河湖生态环境加快复苏

流域 10条重点河流 20个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均达标，推进河

湖库“清四乱”常态化，整治黄委台账内“四乱”问题756个。

流域治理管理基础不断夯实

推进黄河保护法配套建设，完成 4项配套制度、5项规范性文件和

内部制度，完成数字孪生黄河先行先试，集成三门峡至河口2.3万平方

千米L2级数据底板，4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科技部立项评

审，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开展黄河流域重点水利遗产实地

调查，建设“3+3+N”廉洁文化体系。

黄委：初心如磐护大河
□黄峰 刘丛 王静琳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脚

步永不停歇。

2023 年，是黄河保护治理史上具

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以学促干，把主题教育成果转

化为推动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

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正式施行的第一年。黄委

强化流域统一治理管理，与流域省区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坚定不移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

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现代

化道路。

这一年，黄河流域水利事业击鼓

催征，捷报频传。重大项目前期取得

突破性进展，工程建设管理规范有序，

数字孪生黄河建设全面推开，推动黄

河从治理走向“智”理，让流域人民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笃信笃行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欲事立，须是心立。

2023 年，围绕“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在黄委深入开展。

在水利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黄

委将主题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

政治任务，强化组织领导，及时印发

实施方案，明确 28 项重点工作，压茬

推进各阶段学习教育任务。

黄委党组率先垂范，坚持党组及

时学、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读书

班集中学、专题讲座深入学，开展主

题教育专题学习 17 次，机关部门、委

属单位（本级）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200
余次，实现党的二十大精神处级及以

上干部集中轮训全覆盖。

一场场深入浅出的专题辅导、一

次次凝聚共识的交流研讨、一场场涤

荡心灵的理论学习，让主题教育的热

潮从机关涌向一线，贯通理论武装的

“最后一公里”，广大干部职工扑下身

子，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

题改。建立大兴调查研究“五张清

单”工作机制，围绕事业单位改革、廉

洁文化建设等确定调研课题 162 个，

发现问题 541个，制定措施 574条。机

关各部门、委属各单位（本级）建立民

生水利项目 90个，推动中牟小王庄村

供水管网改造等顺利实施。

全委干部职工自觉校准思想上

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从

机关到一线，精神和力量的传递从

不停歇。全河上下体用贯通，深化

党员示范岗、党员突击队创建，黄委

青年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优秀成果

在部机关集中展示，3 个党支部在水

利部学党章知识竞赛中获一、二、三

等奖。

新时代，新征程。黄河人不断增

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新

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强政治保障。

大局在胸
重大规划和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治 国 如 治 水 ，善 治 国 者 必 先

治水。

重大水利工程是水利基础设施

体系的骨干和关键，对保障国家水安

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黄委采取超常规举措，

全力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完

善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为

主要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

流域管理，规划先行。黄委立足

全局，着力完善顶层设计，推进黄河

流域防洪规划修编，完善防洪体系布

局；黄河流域（片）水土保持规划完成

初稿；黄河河口综合治理规划报告、

“二级悬河”和下游滩区综合提升治

理方案上报水利部。

治水定当夯实根基，兴国必须铸

造重器。

在水利部党组高位推动和黄委党

组高效行动下，重点项目前期取得重

大进展。8月 4日，古贤水利枢纽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国家生态环境部批

复。至此，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所

需前置要件全部办结，为开工建设奠

定了基础。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可研

提速推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加

快编制，先期实施工程可研启动。

11月 20日，黑河首座骨干调蓄工

程黄藏寺水利枢纽顺利下闸蓄水，工

程投入初期运用。作为国务院确定

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该工程将有效缓解黑河流域水资

源供需矛盾，对进一步构筑西北绿色

生态屏障，实现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23 年，黄河中下游建设项目齐

头并进、推进顺利，黄河禹潼段治理

工程 17个项目全部完工；下游引黄涵

闸改建工程第一批开工的 22 座涵闸

全部完成通水验收，21 座下游引黄涵

闸改建工程基本完工，剩余 15座全部

开工；“十四五”防洪工程 211处工程开

工 170 处，主体完工 73 处。制定工程

建设管理办法，开展质量提升行动，首

次对下游水利建设项目主管单位进行

质量监督履职巡查。采取“四不两直”

方式对直管堤防、水库及淤地坝等开

展 5轮次监督检查，工程建设运行管理

水平明显提升。

风物长宜放眼量，重大水利工程对

于大河两岸的人民来说，是沃土如金、

增收致富，是守护安澜、生活安心，是改

善的生活和值得期待的明天。在黄河

人的不懈奋斗下，水安全屏障越来越坚

固，保障黄河安澜的底气更足了。

初心如磐
科学调度彰显“黄河担当”

防汛历来是黄委“天大的事”。

“黄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水利部党组

坚强领导下，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

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

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超前

部署，科学防御，有效应对今年第 5号

台风及泾渭河暴雨洪水，成功防范 16
场强降雨过程，妥善处置在建工程突

发险情，夺取了 2023年黄河流域水旱

灾害防御工作全面胜利。”10月 17日，

黄河防 总 常 务副总指挥、黄委主任

祖雷鸣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 2023年

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进行全面复

盘检视时说道。

会场上传来阵阵掌声，这是黄河

人对“四预”能力建设、防洪工程管

理、水库调度及流域抗旱等工作取得

长足进步的骄傲与自豪。

黄河人的汛前准备历来扎实而

全面。自 2023年年初起，黄委就深入

开展直管工程隐患排查和督导检查，

推动流域各省区对 4046个水库工程、

725 个在建水利工程开展汛前自查，

完成下游有居民点的 1356 座淤地坝

度汛措施落实情况逐坝现场排查，首

次实现全覆盖。

科学精细实施水沙调控。面对

上游来水偏枯、流域旱涝并存、中游

伊洛河发生洪水等不利因素，黄委周

密安排部署、滚动会商研判、强化实

时调度、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了调水

调沙安全可控，实现腾库迎汛、水库

排沙、生态补水等多赢目标。三门峡

水库排沙 0.463 亿吨，小浪底水库排

沙 1.361 亿吨；落实黄河保护法“水沙

调控应当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对水生

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要求，首次

调度支流水库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

下泄清水，降低干流河道含沙量，增

加了支流河口鱼类庇护空间。

汛情就是命令。入汛以来，黄河

流域先后发生 16场强降雨过程，有 11
条支流 17 站次发生超警洪水，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山东省部分地

区发生较重旱情。黄委强化“四预”

措施，贯通“四情”防御，绷紧“四个链

条”，全面落实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紧盯淤地坝、水库安全度汛，提前推

送强降雨风险提醒 21 期 550 坝次，4
次启动应急响应，派出 23 个工作组、

专家组督促做好防汛工作；密切跟踪

旱情发展及用水需求，强化“四个精

准”，灌溉高峰期调度龙羊峡、刘家峡

等水库，有力支援了上游 4 省区抗旱

用水。“不垮一坝，不伤亡一人”——

黄土高原 5.72 万座淤地坝经受住考

验，实现平稳安全度汛。

从黄委 机 关 到 一 线 ，从 坝 头 到

“云端”，黄河人不忘初心，年复一年

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推动流域水工

程联合调度从“有”向“强”不断迈进，

在一轮轮与洪水、干旱的博弈中，护

佑着黄河中下游的沃野千顷和黎庶

安康。

良法善治
推动黄河保护法落地生根

舟楫相配，得水而行。

2023 年 4 月 1 日，我国第二部流

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正式施行，标志着黄河保护治

理迈入新阶段。

良法还需善治。黄委在水利部

领导下，积极推进黄河保护法配套建

设，黄河干支流目录、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正式公布；编制完成涉河建设项

目和特定水事活动的行政许可事项

办事指南。突出流域统一治理管理，

审核省区水网规划和重大项目等 21
项；与流域 9省区检察院联合签署《黄

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

协作机制实施细则》；联合开展河湖

管理、水资源保护、河湖安全保护等

三项专项行动；指导推动《河南省黄

河河道管理条例》《山东省黄河三角

洲生态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颁布实

施，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

治理管理格局不断完善。

为让黄河保护法落地生根，内化

为人们的共同意识和行为准则，黄委

组织召开宣传贯彻黄河保护法暨黄

河流域（片）水利工作座谈会，利用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时间

节点，面向社会开展“贯彻实施黄河

保护法 携手共护母亲河”等系列宣

传活动，激发民众以法治力量守护母

亲河的意识和自觉，努力营造学法守

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

雷。从守护岁岁安澜到坚持节水优

先，从保护生态环境到改善民生福

祉，黄河保护法的正式施行，必将为

黄河焕发新颜提供新动能。

系统治理
为流域高质量发展夯基蓄势

大河上下，焕然一新，古老黄河

正在展开历史的新画卷。

这一年，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不断提升。

黄委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

精准科学调度，黄河干流全年供水

200 多亿立方米，为粮食稳产增产提

供了有力水资源保障。坚持节水优

先管好用好水资源，制定黄河干流全

面落实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试点实

施方案、黄河流域各类公园建设中强

化“四水四定”约束实施方案；黄河流

域水权交易平台上线试运行，为流域

水权交易提供基础保障。

这 一 年 ，河 湖 生 态 环 境 加 快

复苏。

黄委精准精细实施生态流量管

控，黄河干流实现连续 24 年不断流，

干支流重要控制断面全部达标。继

续向乌梁素海、河口三角洲湿地实施

生态补水，促进了生态修复治理。跨

流域引黄入冀调水 7.26 亿立方米，最

大限度支持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行动，助力京杭大运河全线通

水，展现了“黄河担当”。

这一年，“智慧黄河”建设成果

丰硕。

黄委坚持全流域贯通、全领域覆

盖、全链条联动，加快建设数字孪生

黄河；建设黄委无人机应用平台，汇

聚黄委及省（区）5880 路视频监控；自

主研发的含沙量测量系统、根石走失

监测预警系统等特色监测设备投入

应用。通过先行先试、典型引路、结

对帮扶等方式，推动数字孪生黄河建

设从下游到上中游全域覆盖。加快

“三条黄河”联动，实施模型黄河数字

化提升，刁口河模型试验启动。

这一年，黄河水文化建设迈出新

步伐。

黄委以治河文化为主线，深度挖

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河南、山

东范围内开展重点水利遗产实地调

查；山东济南黄河标准化堤防工程

（泺口）成功获评第五批国家水情教

育基地，“大河安澜——黄河文化千

里研学之旅”精品线路在世界研学旅

游大会上得到推介；常态化开展水文

公众开放日活动，三门峡水文站入选

全国首批百年水文站。

万里黄河，奔涌浩荡；大河上下，

生机勃发。

“十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黄委干

部职工必将扛稳扛牢黄河“代言人”的

历史使命，牢记嘱托、不懈奋斗，全力

推动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

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河口湿地黄河河口湿地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

2024，黄河水利这样干

2024年，黄委将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流域水安全保障。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面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打造
高质量黄河党建品牌体系。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
正政治生态。

完善水沙调控体系，筑牢抵御水旱灾害防线。高质量建

设古贤工程，全力推进黑山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前期工作。
完成黄河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和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建设。全面推行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2024年标准化管理工程达到100%。加快构建
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科学精准调度骨干水工程，保障防汛防凌
安全和供水安全。

深入贯彻黄河保护法，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强化流域统

一治理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方案，实施干流取水全额管理，推进强制
性用水定额管理，提升生态补水效能，强化水土流失治理，强化水土保
持监管，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河湖复苏。召开流域省级河湖长
联席会议，督促生态环境警示片水利问题整改，常态化清理整治河湖库
“四乱”问题。加快数字孪生黄河建设和重大科技问题攻关，强化“三条
黄河”联动性、协同性、参证性研究运用。以黄河文化、廉洁文化、法治
文化为主题，持续推进黄河工程与文化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