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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领导小组同意，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

要任务、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

力争到本世纪中叶，黄河
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全面形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拥有

黄河天然生态廊道和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重

要生态功能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

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

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持续明显向好。“但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

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等

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依然存在。”生态环境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

“黄河以全国 2%的水资源承担着沿黄河省

区人民群众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流

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80%。同时，黄河流

域面临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流域水质和沿黄河

各省区空气质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黄河

省区产业结构总体偏重，发展新动能不足。”中

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

金南表示，要以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主要

目标，以有效解决流域突出环境问题和改善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为重要抓手，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规划》锚定美丽中国建设和幸福黄河目标

要求，提出通过 2030年、2035年两个阶段的努力，

力争到本世纪中叶，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全面

形成，重现生机盎然、人水和谐的景象，幸福黄河

目标全面实现，在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远近

结合，提出中长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任务，

“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近期目标要求，又锚

定远景目标。”

系统开展重点区域、重点
河湖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黄河流域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

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王金南说，《规划》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因地制宜分类制定水资源环境承载力要

求，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城镇空间、产业结

构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全面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规划》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聚焦黄河流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统

筹推进工业、农业、城乡生活、矿区等污染协同治

理，系统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河湖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持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王金南表示，《规划》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有机整体，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推

进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

游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
的格局

立足黄河流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规划》

提出了四大类重点任务。

推动绿色产业升级。《规划》提出优化空间布

局，推动产业绿色发展，要求科学制定水资源环

境承载要求，因地制宜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开展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改造，推进企业园区化绿色发展；积极推进矿产

资源绿色勘查开采，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规划》提出，

推进三水统筹，治理修复水生态环境，包括强化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深化水污染治理、推

进美丽河湖水生态保护等；加强区域协作，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包括保障重点区域空气质

量达标、推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增强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等；加强管控修复，防治土壤地下水污

染，包括推进土壤地下水污染调查、强化土壤污

染源头防控、推进污染土壤安全利用等。

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在维护生态系统

稳定性方面，《规划》提出坚持生态优先，实施系

统保护修复，包括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修复重要

生态系统、治理生态脆弱区域、强化生态保护监

管等。在防范环境风险方面，《规划》提出强化

源头管控，有效防范重大环境风险，包括加强环

境风险源头防控、提升环境风险预警应急水平、

强化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等。

不断提升现代环境治理能力。《规划》提出

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包括健全生态环

境法治、完善环境治理市场体系、深化生态环境

管理制度、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倡导全民共

建绿色生活等。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强化沿黄

河省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把《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措施和重大工程纳

入沿黄河省区相关规划和投资计划，部署水环

境保护与治理工程等 8 类重点工程，发挥政府

投资引导作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的格局，推

进《规划》任务落地。

图为 29 日，黄河小浪底水库出水口。据介

绍，2022 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于 19 日启动，预

计历时 20 天左右。 苗秋闹摄（人民视觉）

四部门联合印发四部门联合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分类推进黄河上中下游生态保护分类推进黄河上中下游生态保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寇江泽寇江泽

■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多
部门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提出了四大类重点
任务，将分类推进黄河上中下
游生态保护。

作为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质量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规
划》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
了重要依据和行动指南。

本报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王浩）近期，水

利部组织完成了 2021 年度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

测工作。结果显示，2021 年度我国水土流失面积

和强度“双下降”、水蚀和风蚀“双减少”态势进一

步巩固，水土流失状况持续向好，生态环境继续

改善。

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267.42
万平方公里，较 2020 年减少 1.85 万平方公里。各

强度等级水土流失面积中，强烈及以上等级面积

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比例下降到 18.93%，占比较

2020 年下降 0.55 个百分点。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中，水力侵蚀面积为 110.58 万平方公里，较 2020
年减少 1.42 万平方公里；风力侵蚀面积为 156.84
万平方公里，较 2020 年减少 0.43 万平方公里。

2021年度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

本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

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 5 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总装机突破 11亿千瓦，同比增长 15.1%。其中，常

规水电 3.6亿千瓦、抽水蓄能 0.4亿千瓦，风电、光伏

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突破 7亿千瓦。

1—5 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4349
万千瓦，占全国发电新增装机 82.1%，已成为我国

发电新增装机的主体。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0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8%，约占全社会用

电量 31.5%。

截至5月底

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超11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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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冯华）记者从国

家航天局获悉：截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天问一号

任务环绕器正常飞行 706 天，获取了覆盖火星全

球的中分辨率影像数据，各科学载荷均实现火星

全球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和火星车均完成

既定科学探测任务。

据介绍，天问一号任务经过近两年的飞行和

探测，火星车和环绕器配置的 13 台科学载荷共获

得约 1040GB 原始科学数据，经过地面接收处理，

形成的标准科学数据产品，按月滚动提交给科学

家团队进行分析、解译，有关科学成果已在国内外

知名学术刊物陆续发表。

天问一号完成既定科学探测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