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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的中国，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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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前一天，11月 6日，9
省区数百名官员、学者，赶赴泉
城济南。

深秋季节，他们在南郊宾馆
林荫道上散步。众人口中，不时
提到同一个词汇：黄河。他们因
黄河而来，此行济南，是为参
加次日的“黄河论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际论坛。

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山东省
政府主办。从黄河源头青海，到

入海口所在的山东，从生态环境
部、水利部，到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部、国家方志馆……均
派员参加。从欧盟驻华大使到多
国政要专家，也贡献真知。

就在几天前，11月3日，黄
河标志和吉祥物全球征集活动，
于郑州启动。同在这天，《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公布，两次
提到“黄河”：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长
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
文化公园。

黄河，为何备受关注？
这要从一年多前说起。2019

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自此，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式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这一战略，正在生根发芽。
黄河边的中国，生机勃勃。

◀ 近 年
来，青海省持
续推进黄河源
头生态保护，
以保护和恢复
植被为核心。
图 为 10 月 30
日在青海省果
洛藏族自治州
玛 多 县 境 内
觅 食 的 野 生
动物。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10月27日，一群野生大天鹅在山西省平
陆县三湾黄河湿地嬉戏。

刘文礼摄 （人民视觉）

▲▲1111 月月 33 日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龙居镇黄河岸边的大孙村稻田里龙居镇黄河岸边的大孙村稻田里，，村民村民
在收割水稻在收割水稻。。 刘智峰刘智峰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
园区扎陵湖乡生态保护站勒那
村生态管护队队员在鄂陵湖畔
捡拾垃圾。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在河南省济源市拍摄的“黄
河三峡”景色。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制图：潘旭涛

不知黄河
难懂中国

“黄河论坛”上，一位专家引用
毛泽东的话说，“你们可以藐视一
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
等于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黄河，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
一条文化长河。它从青海巴颜喀拉
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出发，蜿蜒东
流。千百年来，黄河同长江一起，
哺 育 了 中 华 民 族 ， 孕 育 了 中 华 文
明。自古以来，即被奉为“四渎之
宗”（四渎，指“江、河、淮、济”
四河）。习近平总书记说，黄河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

“根和魂”三字，引发与会者热
议。炎黄二帝的传说，产生于黄河之
畔。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上，有
3000 多年，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在黄河流域。黄河滋养了河湟文
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
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
都，“四大发明”和 《诗经》《老子》

《史记》 等经典，都是黄河流域和整
个中国的骄傲。黄河磅礴气势，塑造
民族品格。

至今，黄河流域仍十分关键。数
据显示，流域省份 2018 年底总人口
4.2 亿，占全国 30.3%；地区生产总
值 23.9 万亿元，占全国 26.5%。它的
生态价值凸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说，黄河流域
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
原 ， 黄 河 流 经 黄 土 高 原 水 土 流 失
区、五大沙漠沙地，沿河两岸分布
有 东 平 湖 和 乌 梁 素 海 等 湖 泊 、 湿
地，河口三角洲湿地生物多样，既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廊道。

从粮食安全角度看，黄河流域是
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区域，黄淮海平
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是农产品主
产区。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总量的
35%，粮食总产占全国的 34%，是重
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和经济作物重要
产区。此外，黄河流域煤炭、石油、
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煤炭储
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是重要的能源、
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名副
其实的“能源流域”。

沿黄9省区，各有特点。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担负

着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
的 重 大 责 任 。 四 川 既 是 黄 河 流 经
地，也是长江流经地，是长江上游
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建设核心
区。甘肃是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
经济发展滞后，但战略位置重要，
资源相对丰富，它是黄河、长江的
重要水源涵养区，是西北地区重要
的生态屏障。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依黄河
而生、因黄河而兴，全境属于黄河流
域，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流经宁夏的先天
自然条件和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的
特有地理地势，使宁夏成为全国的重
要生态节点、重要生态屏障、重要生
态通道。内蒙古是全国的奶罐，牛
奶加工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这里
的大草原是首都北京以至整个华北
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陕西历史悠
久、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科
教实力雄厚，工业基础较好，同时
也面临着发展不足、产业不优、群
众不富等问题。

“长期以来，山西兴于煤、困于
煤，一煤独大导致产业单一”，自然
禀赋和现实产业基础决定了山西是我
国重要能源基地，目前是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承担
着“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的历史使命。中原熟、天下足，
河南以占全国 1/16 耕地，贡献了 1/
10粮食、超过1/4小麦，省会郑州是

“米字型”高铁枢纽，位置优越，潜

力巨大。山东是黄河流域唯一地处东
部、沿黄又沿海的经济大省，也是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

保护黄河
事关千秋

黄河是母亲河，却不是一条温顺
的河。

历史上，黄河水患主要是泥沙淤
积、决堤、改道，即“善淤、善决、
善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
道”。习近平总书记说，“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
千秋大计。”

洪水风险仍是流域最大威胁。黄
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牛玉国介绍，黄
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下游
为地上悬河，近800公里河道泥沙淤
积严重，主槽普遍高出两岸地面4到
6米，部分地段高达10米，其中新乡
市河段高于地面 20 米。下游滩区是
黄河滞洪沉沙的场所，也是190万群
众赖以生存的家园。

黄河水资源严重短缺，时空分布
不均。1972 年到 1999 年之间，黄河
下游干流断流 22 年，断流长度一度
达 700 多 公 里 。 1999 年 统 一 调 度
后，黄河干流不断流，断流风险从
干流转移到支流。兰西城市群、黄河

几字弯都市圈、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都需要水
资源支撑。

“丰水年大量水资源白白入海，
枯水年无水可用。”牛玉国说，为给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优质水资源保障，“我们研究提出
了 黄 河 流 域 ‘ 一 线 七 库 、 节 点 控
制、南北相济、东西平衡’格局。”
一 线 ， 指 南 水 北 调 西 线 工 程 。 七
库，即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
碛口、古贤、三门峡、小浪底等干
流七大控制性骨干水库。它们蓄丰
补 枯 ， 维 持 黄 河 河 流 生 态 系 统 功
能，阻止上中游五大沙漠群扩张联
手，筑牢西北华北生态安全屏障，
确保河道不断流。

经济增长相对落后，也是黄河流
域面临的挑战。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中国
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
忠说，2019 年黄河流域常住人口城
市 化 率 56.9% ， 明 显 低 于 全 国 的
60.6%。甘肃尤低，仅 48.49%，在各
省区市中居倒数第2位，比全国水平
低 13 个百分点。山东城镇化率虽超
过全国水平，但在东部地区居倒数第
2 位，与广东、江苏、浙江相差 9 到
10 个百分点。此外，黄河流域、特
别是中上游地区城市间距离远，国家
规划建设的城市群内城市间距离亦相

当大。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天水至西
安327公里，高出成渝两个近千万人
口的国家中心城市之间距离。为此，
他认为，提高密度、缩短距离、紧凑
发展，是克服黄河流域低效的经济地
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
必由之路。

黄河流域内部，也有巨大差距。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
生介绍，目前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发
展非常不平衡，源头的青海玉树藏族
自治州与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超过 10 倍。这同
流域内部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未能
形成双赢的区域关系有关。当前，
黄河流域不仅总体经济水平相对落
后、发展质量较低，生态环境十分
脆弱，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
均相当艰巨。“如果不转变发展方
式，保护和发展的突出矛盾就难以
调和。”张永生说。

怎样走出保护和发展协同共生新
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
库理论部主任黄承梁说，这就要全面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自觉承担起抓保护与促发展的双重历
史重任，深刻认识抓生态保护就是抓
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更
好保护生态，走“越保护、越发展”
的绿色发展之路。

幸福黄河
合力共建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去年 9 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为沿黄省
区加快发展带来千载难逢历史机遇。

中央层面持续关注黄河。今年 1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
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
题、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流域必
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生态保护方面，会议提出，要实
施水源涵养提升、水土流失治理、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等工
程 。 高 质 量 发 展 方 面 ， 要 推 进 兰
州 － 西 宁 城 市 群 发 展 ， 推 进 黄 河

“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强化西
安 、 郑 州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的 带 动 作
用 ， 发 挥 山 东 半 岛 城 市 群 龙 头 作
用，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等。此外，为传承黄
河文化，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
保护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黄河文化旅游带，开展黄河文化宣
传，大力弘扬黄河文化。

目前，中央已经制定《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黄河水利委员会与流域9省区共同签
署了《黄河流域河湖管理流域统筹与
区域协调合作备忘录》。黄河文化传
承方面，黄河国家博物馆建设已经备
案立项，一些省份相继编制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规划。

机遇难得。“黄河论坛”上，生
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
华认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当今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时刻，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地位空前高涨、前所未
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舫建议，面
向“十四五”，切实推动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要加强建立基于流域的区
域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流域生态

经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
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
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要尊重规律，摒弃征服水、征服
自然的冲动思想。

“幸福”二字，备受关注。与会
者普遍认为，要让发展回归“美好生
活”的初心，尤其满足人民对生活富
裕、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
境、宜人气候等需求，让黄河成为

“幸福河”。
脱贫问题正迅速解决。如甘肃，

截至 2019 年底，民族地区 21 个县市
中的 19 个贫困县市已有 17 个脱贫摘
帽。山东有 60 多万群众生活在滩
区，是脱贫攻坚重点区域，2017 年
即启动滩区迁建工程，到今年底将基
本完成。

转型发展在加速。山东省省长李
干杰认为，山东有优势，更有责任，
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上发挥好
引领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数据显
示，山东经济总量占沿黄 9 省区近 1/
3，常住人口占近 1/4，进出口总额
占一半以上。

“黄河论坛”举办地济南，早有
“携河北跨”梦想，而今乘着国家战
略 东 风 ， 在 黄 河 两 岸 规 划 建 设 了
1030 平方公里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主体在黄河以北。黄河上
架桥、黄河下开隧道，打通南北交
通，济南从“大明湖时代”迈向“黄
河时代”。

1年多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感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曾何等壮观，如
今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保持黄河不
断流。

近日，水利部发布消息：当前黄
河上游干流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大 1
倍，考虑到上游干流水库蓄水偏多等
情况，预计今年将出现大流量封河，
首凌日期和首封日期晚于常年。

对丰沛可控的黄河水，我们如此
期盼。

对可望可及的幸福河，我们合力
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