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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新时代新步伐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青海发
源，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
西、陕西、河南，从山东入海。内蒙古托
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黄河河段为黄河上
游，流经青川甘宁蒙等省区。黄河上游流
域干流长度占黄河总长的31%，多年平均
出境水量占黄河总流量的近一半。既是源
头区，也是干流区，生态地位重要而特
殊。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对黄河流域水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

游流域作为全流域最主要的淡水涵养地和
最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专家建议要突出水
生态安全的主线。一方面，以三江源、祁
连山、黄河湾区水源涵养区为重点，提高
源头区水源涵养功能。其次，针对生态敏
感脆弱区的青海湖、湟水流域、柴达木盆
地等生态功能受损的区域，扩大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生态修复范
围。另一方面，加强流域污染治理。严守
生态红线区域，严格保护重要水源、湿

地、水体、山林等自然生态资源，确保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左上图：苍鹭在山西省平陆县黄河岸
边飞舞。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右上图：南长滩村是黄河进入宁夏的
第一个行政村，素有“宁夏黄河第一村”
之称。村里梨树栽培历史悠久。图为游客
在南长滩村梨花园内留影。

新华社记者 唐如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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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治理转变

昔日湟水河，因非法采砂、污水直排、无
序开发利用，水量下降，曾一度变成了“黄水
河”。作为一条承载重要发展意义的生态河
流，实施湟水河系统性综合治理迫在眉睫，湟
水河变清澈也是青海人的共同期盼。

对湟水河全流域进行生态治理意义重大：
可以保护黄河尤其是黄河上游流域及青藏高原
和黄土高原生态屏障生态安全。

2009年，青海全面打响湟水流域水污染治
理攻坚战，开启了以水促发展、以水惠民生、
以水保生态的绿色发展之路。2011年，青海省
委省政府承诺：“早日还青海人民一条清澈的
母亲河！”提出污染物“全收集、全处理、全
测控”要求，用最严格的源头防控、最有效的
工程处理、最强硬的综合监管，推进湟水河由
单一治理向综合系统治理转变，分阶段、有重
点地推动湟水河污染治理。

打好碧水保卫战，青海紧盯“水十条”和
《青 海 省 重 点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实 施 方 案
（2016-2020 年）》，推进三江源、黄河干流等
良好水体保护和水生态修复及湟水重点支流水
污染治理。先后排查并整治排污口、实施污水
处理厂扩能提标改造及企业废水深度治理工
程、实施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建设、河道
生态修复和中水回用、重点支流生态保护修复
等工程，全面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湟水河综
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数据显示，目前湟水河流域干支和主要流
水环境功能目标达标率为100%，28个监测断面
中，优良水质占比达 92.9%，水质总体状况
优，出省境民和桥断面Ⅳ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且Ⅲ类及以上水质占比稳步提升。
盈盈清水，碧浪清波，好生态才是百姓看

得见的民生福祉。

湿地成为“助力剂”

在西宁市区，湿地公园随处可见，一处处
湿地景观把湟水河装扮成了一条绿色廊道。作
为青海省着力打造的生态景观，西宁湟水国家
湿地公园成为湟水河生态指标持续向好的“助
力剂”，生机盎然。

近年来，西宁相继实施了湟水河河道综合
治理及滨水休闲绿道建设、湟水河湿地海绵化
改造及景观提升、城市绿道系统建设等项目，
湿地面积从 241.41公顷增长为 374.57公顷，湿
地率从 47.5%提高到 62.53%。2018 年 12 月 29
日，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通过试点验收，正
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一直是青海各项工作之
首。在湟水河生态河道建设中，西宁市充分考
虑水质改善和自然河岸恢复的思路，扩大河床
断面面积，形成大面积水面湿地，并适当变化
原有的水力坡度，形成生态河道与湿地湖泊相
结合的连续生态水面。同时，在生态河岸景观
设计中，充分考虑生态修复和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恢复了较大面积的生态绿地，实现了“水
综合管理”。

目前，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初见成
效，野生动植物资源不断丰富，分布有野生植
物33科82属103种，湿地鸟类高达62种，猛禽
9种，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种，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7种，省级保护动物10种。

岸绿景美，鸟鸣婉转，这是人们对湟水河
最好的描述。

护河爱河成自觉

漫步湟水河岸边，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
一块蓝色的河长制公示牌，上面清晰地写着各
级河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明确标注着河长的
职责和监督举报电话。每一天每段河都有一名
河长巡河：查看水流情况，捡拾河边零星的纸
屑、塑料袋等杂物。

“河水依然清澈见底，阻塞河道的垃圾基
本看不见了，水质也在逐渐变好，河里的鱼儿
多了，河边的鸟儿也多了，这些都是百姓对湟
水河治理最直观的感受！”海东市水务局负责
人介绍说。目前，海东市共有全市1758名河长
及 469名湖长，他们和 1886名河道保洁巡查员
共同构建起全市河流的保护网络。

湟水河在海东市境内干流长139公里，占湟
水河全长42%，流域面积约6752平方公里，占海
东市总面积的51%，全市75%的人口分布在湟水
流域，海东市依湟水河而生存和发展，作为黄河
上游生态功能区，海东市在湟水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环境综合治理中担负着重要责任。

近年来，海东以水污染治理为重点、推进
集中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等工程，综合运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和污水资源化及水环境监管等多种手段，
湟水河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同时，海东市建立了各级党委政府“一把
手”任总河湖长的领导体制机制，河湖长制信
息平台初步建成，开通了海东水务微信公众
号，群众参与依法治水的氛围正在形成，护
河、爱河已成为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湟水河渐渐回到了最初的模样，绿意盎然
的河道景观扮靓整个河湟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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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流域平均出
境水量占黄河径流量的
49.40%，位于黄河上游的
湟水河是黄河在上游流域
最大的一级支流，每年向
黄河上游输送 44.76亿立
方米活水，是对黄河治理
开发有较大影响的十一条
主要支流之一。同时，湟
水流域地处青藏高原和黄
土高原的生态过渡带，生
态类型多样、生态环境脆
弱，有9种被列入《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的鱼类栖
息于此，生态地位特殊。

湟水河位于青海省东
部，发源于青海省海北州
海晏县仓呼图山，全长
374公里，流域面积3200
多平方公里，流经西宁
市、海东市。养育了青海
全境60%以上的人口，被
誉为青海人民母亲河。湟
水流域在青海省乃至青藏
高原、西北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

为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青海既要守护好
三江源头，还要守护好黄
河的重要支流——湟水河
全流域的生态治理。青海
既扛起了“源头责任”，
又承担了“干流担当”，
让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的湟水河成为青海生态
文明建设的新坐标。

黄河长达 5464 公
里，源于青藏高原巴颜
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
列盆地，流经青海、甘
肃、宁夏等9省，流域涉
及我国北方数亿人口。
其中，黄河上游生态环
境比较脆弱，人口数量
较少，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落后，同时也是中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民族
地区、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区域和国家战略枢
纽地，其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对国家生态
安全、社会经济协调发
展和民族团结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黄 河 上 游 河 段 年
来沙量只占全河年来
沙 量 的 8% ， 水 多 沙
少，是黄河的清水来
源。既是源头区，也
是干流区，生态地位
十分重要和特殊。然
而，黄河上游流域植
被 破 坏 ， 土 地 退 化 ，
生态恶化问题日益严峻：一、黄河上
游流域很多区域地处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受全球气
候变化、森林过度砍伐、湿地开沟排
水等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上游流域
林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土地沙
化退化，水土流失加剧，湿地面积萎
缩；二、草原超载放牧。统计显示，
黄河上游夏秋季草地载畜量超载1.42
倍，而冬春季超载 2.5 倍，超出黄河
上游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对区域植被
组成、生物多样性、土壤含水量、土
壤营养物质组成等生态要素产生严重
的负反馈作用；三、滥挖乱采甘草、
冬虫夏草等中草药，造成部分区域植
被破坏严重；四、黄河上游地质灾害
隐患点多且分布广、突发性强、危害
大、发生频率高，虽可以预见但不能
避免，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具有潜在
严重威胁。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针对黄河
上游存在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应坚
持对黄河上游流域进行生态优先保护
与治理修复，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科学推进水源涵养区生态优先保
护。上游流域作为全流域最主要的淡
水涵养地和最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要
突出水生态安全的主线。开展黄河上
游生态环境保护普查，全面查清黄河
上游存在的特别是水源涵养方面的生
态环境问题，系统梳理和掌握上游生
态退化情况，查明草原、沼泽、湿地等
生态系统现状，科学论证退化形成原
因和恢复机理，提出治理方案及可持
续利用的对策和模式。根据科学规律
对草原、森林、荒漠、湿地和河湖生态
系统进行重点保护，保持生态系统要
素平衡，建设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坚
持自然修复与工程措施并重、以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做实黄河上游生态
修复工作。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划定
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准入负面
清单管理，以水定发展，促进黄河上游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制定黄河上游牧
场轮牧休牧方案。优化资源消耗型产
业布局，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提高能源
化工行业清洁化生产水平。优化资源
消耗型产业布局。发展林沙草产业，优
化中草药采集加工产业链，推进生态
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融合，
引导发展优势特色生态产业。

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核心是保护好
本土植被，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原
则，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
保护与建设。实施退耕还草还湿，加大
对草原沙化、黑土滩化、盐碱化等问题
的治理力度。实施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地表蓄水等工程措施，保护和恢复
沼泽、湖泊等生态系统，增强水源涵养
和地表蓄水能力。强化黄河上游城镇
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运行管理，开展人口聚集区
小流域治理，加强面源污染防治。

强化重大灾害风险防控。一是加
强极端气候变化对黄河流域综合影响
动态模拟、监测与评估，实行生态化
治理。同时，加强水库建设管理、修
筑梯田，实施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工
程。二是加强水资源节约利用。首
先，要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干
支流、左右岸、上下游统筹谋划。其
次，探索水权跨地、跨省交易，建立
水权交易平台，加快水资源税改革，
强化黄河上游水资源统一管理。再
次，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加强城镇
多水源保障的供水系统建设。三是制
定黄河上游不同生态区域人工草地适
宜草种建植区划。（作者系北京林业
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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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第一湾。 资料图片黄河第一湾。 资料图片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朝阳山湿地公园一隅。 资料图片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朝阳山湿地公园一隅。 资料图片

黄河岸边的丰乐樱花园是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荒
山绿化的一次美丽探索。该园是目前国内规模大、品种多、园区
景观精致的樱花主题公园。 马 健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