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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兰州市区段黄河兰州市区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岳虹岳虹 摄摄

黄河三角洲水鸟翩飞黄河三角洲水鸟翩飞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神盈盈神盈盈 摄摄

果洛藏贡麻村

牢记嘱托谋幸福
□青海省刚察县沙柳河镇

党委副书记 才项

2021年 6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

带着对各族干部群众的牵挂，亲临

青海省刚察县视察，走进沙柳河镇

果洛藏贡麻村草原牧民家，考察生

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工

作，寄予殷切期望。

三年来，果洛藏贡麻村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深厚关爱、殷切嘱咐转化

为干事动力，将各级党委政府的关

心指导转化为奋斗力量，团结带领

全村村民担当实干、砥砺奋进，全

村经济运行稳中提质，生态文明建

设持续推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生活品质稳步提高，村民体验

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强，努力走好高

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互促共

赢的创新发展之路。

三年来，果洛藏贡麻村迎来了发

展的新机遇，拓展了发展的新空间，

打造民族特色村寨、啤酒精酿加工、

无土采摘、帐篷营地等产业，发展前

景越来越好，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在

这里就业，为村级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从外出闯荡到返乡就业，从“体

能型输出”到“技能型就业”，现如今，

果洛藏贡麻村依托本地产业基础和

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培育和打造有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吸引越来越多的

企业落地生根，孕育了更加广阔的就

业空间。

三年来，果洛藏贡麻

村荣获“沙柳河镇基层

党建先进奖”“刚察县

五四红旗团支部”“刚

察 县 民 族 团 结 示 范

村”“青海省先进集

体”“青海省脱贫攻

坚先进村”“全国社

会治理示范村”“全

国美丽休闲乡村先

进村”等荣誉称号。

果洛藏贡麻村鸟瞰果洛藏贡麻村鸟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凯张凯 摄摄

上游上游
青海省黄河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及以上，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

四川省在黄河流域设立州、县、乡、村级河长192名，新建生态护岸

5.06公里，实现生态保护修复面积1929平方公里。

甘肃省水土流失面积从 2019 年的4.71万平方公里下降至 2023 年

的4.47万平方公里，整体实现了面积和强度“双下降”。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筹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整治、淤地坝建设

等工程359余项，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700平方公里。

内蒙古自治区加大重点河湖生态补水力度，乌梁素海 2019 年以来已

累计补水31.68亿立方米。

中中游游
陕西省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由 2019年的62.18%提升至 2023年的

63.94%。

山西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285个子工程已开工234
个，完工101个。沿黄4市19县（市）实现基本绿化。

下游下游
河南省累计整治黄河流域“四乱”问题3200个，2023 年建成10条

（个）省级幸福美丽河湖、10条（个）省级幸福黄河河段。

山东省黄河流域 17 个国控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优良

水体比例达到 100%，其中黄河干流 6个国控断面连续 8 年保持Ⅱ类

水质。

“一盘棋”筑牢生态屏障
聚合力奏响和谐乐章

□本报采访组

劈开青藏山川，黄河一路向

东，奔腾万里，流经我国地理版图

的三大阶梯，最终汇入渤海，在祖

国北方画下一条“几”字形生态廊

道。79.5万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域，

兼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北方防

沙带、河口海岸带，构成我国重要

的生态屏障。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一次次深入黄河干

支流、上中下游实地考察，强调黄

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

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在水利

部统筹部署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协

同推进下，沿黄九省（自治区）从黄

河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性出发，从

全局着眼谋划一域，以一域之治服

务全局，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

如今，泱泱大河展新颜：在上

游，黄河源头水量充足，“三江源”

蓝绿相映，清水东流，自然生态系

统得到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在中

游，千沟万壑披上绿装，黄河输沙

量大幅度减少，城乡发展绿色转

型。在下游，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水鸟飞翔，草木葱茏，

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黄河生态

廊道示范带建设稳步推进，群众亲

水乐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正逐

渐恢复生机与活力。

保护黄河源区生态
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黄河上游是流域重要的水源

涵养区。各地扛牢“上游担当”，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积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增

添片片新绿，涵养丰沛水源。

在青海，秋日的三江源黄河源

区景色宜人。大小湖泊错落分布，

水草呈现明暗不等的青黄色。阳

光下，由绿变黄的草场在风中延展

向远方。

青海被誉为“中华水塔”。为

压实河湖管护责任，青海建立了

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

牧民群众发挥特长，骑马巡河，成

为“马背河长”。青海省水利厅今

年 7月发布的《2023年青海省水资

源公报》显示，2023 年，青海省水

资源量和出境水量比多年平均值

偏多，黄河源头的扎陵湖、鄂陵湖

蓄水量有所增加。

从源头流出，黄河静静流过

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四川省若

尔盖县的若尔盖草原有黄河上游

“蓄水池”之称，如今，越来越多的

进川游客选择到此打卡“黄河第

一湾折返点”。近年来，四川深入

实施若尔盖草原湿地保护修复工

程，推进 39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项目，有效遏制草原湿地退化沙

化趋势。

同若尔盖县隔河相望的甘肃

省玛曲县在黄河干流两岸建设固

沙林草带两万余亩，对黄河沿线重

点区域进行连片治理。玛曲县是

甘肃系统治理修复生态的一个缩

影。甘肃省科学实施甘南黄河上

游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护山保水，

治湖扩林，护草固沙，2019年以来，

完成修复治理面积近 170万亩。

日前，水利部发布《关于进一

步完善青藏高原地区河湖长制的

意见》，将建立健全青藏高原江河

湖泊管理保护制度，加强对包括黄

河在内的重点河流湖泊的保护，为

守护好青藏高原的万水千山提供

有力制度保障。

芦花白，秋草黄，碧水蓝天百

鸟翱翔，乌梁素海景美如画。乌梁

素海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是国

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北方防沙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乌

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系统开展乌

兰布和沙漠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综

合整治、水土保持与植被修复、河

湖连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田面

源及城镇点源污染综合治理等工

程，全方位治理污染、净化水质。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乌梁素海

水清了、鱼肥了、鸟多了。现在这里

有260多种鸟类、20多种鱼类。家乡

变美了，我们打心底里高兴。”在此工

作了 30多年的乌梁素海海区管理

大队队长刘文斌深有感触地说。

恢复活力的乌梁素海，承担着

调节黄河水量、保护生物多样性、

改善区域气候等重要功能，为筑牢

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提供重要

支撑。

治水保土系统治污
黄土高原绿色嬗变

穿过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

黄河流至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

河口镇附近，急转南下，从上游进

入中游，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峡谷，

纵贯黄土高原。中游地区是黄河

泥沙主要来源区，各省（自治区）聚

焦流域治理重点任务，突出抓好水

土保持和水污染治理。

在关中平原，陕西省富平县庄

里镇杨家村村民杨争川的 4000 多

亩柿园，即将迎来收获季。富平有

“柿子之乡”的美誉，却曾因水土流

失而备受困扰。

2012 年起，包括杨家村在内

的庄里镇杨家片区陆续实施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建设、农业综合

开发、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

工程，为荒坡披上绿装。“光是这一

个片区就栽植了 5500 多亩柿园，

把生态漏洞变成了绿色屏障。”富

平县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主

任周琪说。

治黄百难，唯沙为首。近年

来，陕西加大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

区综合治理力度，积极实施各类水

保工程，建成淤地坝 3.4万座，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9.37万平方公里，入

黄泥沙由 20世纪 80年代平均每年

8亿吨，下降到 2021年后平均每年

不足 1亿吨。

工程保水土，改革探新路。今

年 9月 12日，黄河流域首单水土保

持项目碳汇交易——宁夏彭阳县

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在银川市

成功签约，两家企业以每吨 31 元

的价格交易水土保持碳汇 3.6 万

吨，总额超百万元。近日，陕西省、

黄委的两单碳汇交易也发布了公

告。在水利部高位推动和黄委科

学指导下，沿黄各地积极探索水土

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

水 土 保 持 碳 汇 工 作 取 得 突 破 性

进展。

黄河污染表象在水里、问题在

流域、根子在岸上。汾河是黄河第

二大支流，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

由于过度开发、破坏植被等原因，汾

河一度陷入“雨季过洪水、旱季没流

水、平时是污水”的窘境。近年来，

山西按照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

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总要求，开

展全流域、全方位、全系统治理。在

汾河太原段，当地实施了源头截污、

雨污分流、定期清淤、生物治藻等措

施。今年 1月至 6月，汾河太原段 6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到100%。2023年，山西启动了总投

资逾千亿元的“一泓清水入黄河”生

态保护工程。目前，285个子工程已

开工 234个，完工 101个，工程效益

初显。

系统施治复清流，千沟万壑披

绿装。随着水土保持与重要支流

水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黄土高

原地区正在发生一场绿色嬗变，黄

河输沙量大幅度减少，区域主色调

历史性实现了由“黄”转“绿”。

大河之洲百鸟齐飞
机制创新激发活力

自河南桃花峪起，黄河进入下

游，经华北平原，最终在山东东营

市与渤海相遇，在入海口塑造了河

口三角洲——我国暖温带最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

今年 7 月 26 日，“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山东东营黄河口

候鸟栖息地位列其中。曾经白茫

茫的盐碱地，如今成了百鸟齐飞、

生物多样性富集的世界遗产。这

得益于久久为功的修复保护，其中

持续开展的生态补水是关键一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山东黄河三角

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量、补水效

率屡创新高，补水方式由汛前调水

调沙等大流量时机相机补水，变为

全年常态化按需补水。近五年，年

均向清水沟、刁口河流路补水超 2
亿立方米。”山东黄河河务局相关

负责人说。不只在河口三角洲，山

东全面加强黄河干支流等重点河

湖生态治理和修复，大汶河实现连

续三年全年不断流。

母亲河的治理保护需立足流

域整体，需沿黄各地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山东与河南

签署《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协议》，在黄河流域率先

建立了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作为受益方，山东已向河南兑现了

1.26亿元生态补偿资金。为此，中

央财政专门安排资金予以奖励，鲁

豫两省实现共赢。青海与甘肃、甘

肃与四川、宁夏与内蒙古等临近省

（自治区）也建立了黄河流域跨省

界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山西省运城

市和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

市等黄河流域 20个市、172个县共

同签署合作协议推动黄河流域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流域治理

实践在大河上下铺开。

强化顶层设计，开展部门协

作，黄河治理保护凝聚起多方合

力。2023 年，水利部、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部署开展黄河流域水资

源保护专项行动，重拳出击，在法

治轨道上持续推进黄河大保护。

同饮黄河水，共谋新发展。今

年 6月，第三次黄河流域省级河湖

长联席会议召开，流域九省（自治

区）政府负责人共商治河大计。“流

域九省（自治区）共同承担着筑牢

黄河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责

任，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黄河

国家战略，共下‘一盘棋’，精心呵

护母亲河。”甘肃省省长任振鹤说。

一条条水脉清起来，一片片山

川绿起来。黄河源平静婉转，晋陕

峡谷间水波激荡，豫鲁大地上春华

秋实，归入大海时宁静深远——黄

河很美，将来会更美。

（本报采访组成员：李洁、张
凯、杨飞、李德靖、张金芳、岳虹、温
婷婷）

■ 见证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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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不是简单挖几个坑种几
棵树，黄土高原降雨量少，能不能种树，种什么树合适，要搞
清楚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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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改善局
部小气候。对汾河等污染严重的支流，则要下大气力推进
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
系统，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
多样性。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 9月 18日，河南郑州

汾河太原市区段汾河太原市区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永平魏永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