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曲黄河，在山东奔腾入海。齐鲁大

地，涌动着蓝绿交融、合作共赢、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景象。近年来，山东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黄河

流域大保护大治理，高起点、高标准谋划

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山

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更加凸显。

系统谋划，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走深走实。构建区域城乡融合、内外上

下联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四大体系”。

一是协同推进体系，定期召开领导小组

会、工作推进会，及时调度部署阶段性任

务；二是规划政策体系，编制省“十四五”

实施方案、沿黄生态廊道保护建设规划；

三是法治保障体系，颁布施行《山东省黄

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四是省际协作体系，牵头成立黄河流域

科创、产教、自贸试验区等 30 多个联盟

组织。

重在保护，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统筹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一体推进修山、增绿、扩湿、整地，全

面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实施

黄河三角洲湿地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项目，新增淡水沼泽湿地 7.4 万亩，治理

互花米草 12.7 万亩，每年生态补水近 1.8

亿立方米。黄河三角洲的野生动物、植物

分别达到 1764 种、411 种，鸟类由 1992

年的 187 种增加到现在的 383 种，稀有

的黄河刀鱼时隔近 30 年重现黄河口。

守正创新，讲好山东的“黄河故事”。

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推动黄河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手抓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曲阜“三孔”等重

大文物保护工程，让承载历史记忆的文

化遗产代代相传。一手抓文化资源活化

利用，组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活动，拍

摄制作《大河之洲》等纪录片，推出吕剧

《一号村台》等一批优秀作品，讲好新时

代山东“黄河故事”。

下一步，山东将在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奋力走在前列，

为全面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

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大动力。

渊野学习强国冶山东学习平台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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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强化源头责任和干流担当

春日的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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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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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青海新闻网 陈郁 张启杰冤

各美其美
河和与共

青海省达日县辫状水系 宋忠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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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四川广播电视台供稿冤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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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野学习强国冶甘肃学习平台 关颖冤

宁夏
打好野四水四定冶主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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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面临的主要

问题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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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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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 张碧迁冤

内蒙古
搭建黄河保护的野四梁八柱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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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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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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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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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实践杂志社 王丹 曹学奇冤

山西
饱览三晋沿黄风光

黄河犹如一部波涛汹涌的史书，奔

腾而下，流经的不仅是山川田舍，更是半

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4 月 1 日至 3 日，

“法护黄河润三晋”采访团近距离接触泱

泱黄河，深度挖掘山西独具特色的历史

文化资源。

出河津市新城区，沿 108 国道西行，

抵达秦晋交界之处的禹门口，采访团一

行来到了闻名遐迩的河东旅游胜地———

古耿龙门。春雨绵绵，“鲤鱼跃龙门”的传

说在这里显得更加神奇。

传说农历三月开春，鲤鱼逆水而上，

跃登此门，化而为龙，故此处名为“龙门”。

相传龙门是大禹治水所凿，人们为纪念禹

的功德，将之称为“禹门”；再因其地处秦

晋重要交通渡口，故又称“禹门口”。

“黄河冲出禹门口之后以一泻千里

的磅礴之势浩荡南下，李白也以‘黄河西

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诗句道出

龙门的湍急水势。”采访团成员、黄河水

利委员会有线广播电视站综合部副主任

张成栋感慨。

黄河碛口段由北而来，湫水从东而

至，卧虎山横亘镇北，黑龙庙雄峙河东，

山的气势与河的雄浑，勾勒出一幅“虎啸

黄河，龙吟碛口”的壮丽图景。

车辆盘山而上，美景尽收眼底。碛口

古镇就像一块金黄色的琥珀，镶嵌在被

黄河巨浪冲击而成的峡谷中。站在黄河

岸边沿着石板路眺望，只见古镇依山就

势，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旧店铺遗址、大

型粮油货栈、四十眼窑院等昔日繁华的

遗迹散落其间。

“这几年，黄河水治理得非常好，河

水清了。每到旅游旺季，这里的客房供不

应求。”在碛口古镇经营客栈的孙先生告

诉记者。

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一路而

行，脚下即是滚滚奔腾的黄河，路在景

中，景在路旁。沿百里绿色生态文化廊

道，还有不少融合黄河文化、治水故事的

黄河法治教育基地亮点纷呈，与景观交

相辉映。

渊野学习强国冶山西学习平台 张馨冤

陕西延安
红色圣地的野绿色崛起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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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野学习强国冶延安学习平台 高娜冤

河南郑州
在黄河之畔叫响城市品牌

“泱泱华夏、择中建都”“中国有礼仪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奔流不息的黄河，孕育了早期的华夏文

明。坐落黄河之滨的商都郑州，也在黄

河的见证下久久积淀、日新月异，正叫响

属于它的城市品牌。

为推动文旅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强

市，去年以来，郑州市围绕建设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全国重地和国际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加快构建国际化、高

端化、特色化文旅文创产业体系，提出要

全方位塑造“天地之中、华夏之源、黄帝故

里、功夫郑州”城市文化品牌。

造访“天地之中”，观星台、中岳庙、

嵩阳书院、嵩岳寺塔等建筑，星罗棋布于

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等待游客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

探索“华夏之源”，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

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等的厚重馆藏，

等待游客读懂“一眼千年”；寻根“黄帝故

里”，海内外华夏儿女回溯所从来处、寻

找心灵原乡、开掘精神河床，精神与力量

汇聚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向着广阔

的天地奔涌不息；体验“功夫郑州”，到

“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领略中国功夫的

魅力，来少林塔沟武术学校拜师学艺，体

验拳法套路、刀枪棍棒的精要……

2023 年，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平等街、

金水区郑州记忆·1952 油化厂旅游休闲

街区和新郑市泰山村千稼集民俗文化街

成功创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中牟县、新

密市获评首批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县（市尧区）；《穿越德化街》《只有河南·

戏剧幻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3 个项

目被纳入全国旅游精品演艺名录；银基文

旅、建业文旅 2家文旅文创企业进入全国

文旅集团品牌影响力百强榜。

2024 年新春佳节，郑州更是入选中

国十大热门消费城市、十大热门目的地，

全市接待游客 1388.7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94.8 亿元。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

期，郑州入围全国热门迁入地（目的地）

前 10 名，全市共接待游客 367.4 万人次，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黄帝故里、嵩山少

林、郑州海昌牡丹美人鱼表演等多个话

题连续冲上同城热搜榜。

如今，来自各行各业的郑州城市推

荐官正在镜头前为郑州代言，“天地之

中、华夏之源、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城

市品牌被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齐声叫响，

黄河之畔的国家中心城市，回声“郑”嘹

亮。 渊郑州日报社 左丽慧冤

山东
保障黄河安澜入海

黄河流域四川段

黄河壶口瀑布现野双彩虹冶景观 吕桂明 摄黄河从兰州市穿城而过 新甘肃窑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摄

随着宁夏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袁
来栖息的候鸟越来越多遥 岳昌鸿 摄

如今的延安满目青翠袁 市区凤凰山文昌
阁掩映在一片绿意中遥 祁小军 摄

郑州黄河生态廊道郁郁葱葱 河南日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