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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元一条元一条，，还能订制还能订制：：谁卖了我的简历谁卖了我的简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潘 旭 吴振东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河南省焦作市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规
划编制转向全面实施、加速推
进的关键之年。

记者了解到，随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的实施，焦作市正奏响新
时代“黄河大合唱”的焦作乐
章，着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规划引领
绘就工作路线图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
域。”如何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历史机遇，推动焦作市争
当先锋、勇当示范，编制一部高
质量规划是重中之重。

3月25日，焦作市召开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领导小组会议，审议讨论《焦作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2020—2035年）》
《焦作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2021年工作要点》，动

员全市上下共同抓好大保护、协
同推进大治理，以扎实有力的举
措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不久前，《焦作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发布，明确了“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的目标，这既是焦作建设“四城
四区”中“四区”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牵头管总的总目
标、总方向。

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认为，要站在全国、全流
域、全省的高度，准确把握禀
赋、定位和特点，突出“四个先
行”，发挥独特优势，打造发展
胜势，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中奏响焦作最强音，在中原高
质量发展中出重彩、更精彩。

具体而言，在防洪治沙上
先行，为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
提供焦作样板；在生态保护上先
行，筑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底；在文旅融
合上先行，建设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的展示区；在高质量发展
上先行，打造黄河流域区域高质

量发展示范样板。
当下，随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
实施，一曲新时代“黄河大合
唱”的焦作乐章正在奏起。

生态治理
构筑保护示范标杆

大沙河是海河流域卫河最
大、最上游的一条支流，属天然
河道，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自
焦作市西北部出山，一路流经
博爱、穿城区、过修武、走获嘉，
从新乡永康共产主义渠入卫
河，全长114公里，其中焦作境
内河道长74公里。

千百年来，大沙河见证了
焦作这片土地的繁华与变迁。
然而，由于水灾多发，环境恶
化，污染严重，历史上大沙河一
度变成臭水沟。

2018年，焦作市启动了大
沙河生态治理项目，主要内容
包括防洪治理、生态引水、岸线
整治、植树绿化等。随着工程
建设的快速推进，如今大沙河
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
擎、连接南北的新纽带、转型升
级的新地标。

大沙河的蝶变，是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缩影。焦作市林业局局长张
立志介绍，焦作市以创建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为载体，高标准
建设王园线百里黄河生态文化
廊道，累计改造沿黄河道路75
公里，新增绿化面积1.58万亩，
黄河两岸正在美起来、靓起来。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焦
作市相关部门联动开展绿盾
2020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
项行动、黄河干流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执法行动、黄河流域河
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整
治环境问题474个，排查整治
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75个，查
处河道非法采砂案件47起。

“水清了，天蓝了，山绿了，
生态环境更好了，大美焦作向
我们阔步走来。”焦作市民用朴
实的言语道出了眼中的变化和
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产业转型
开拓发展新格局

产业是立市之本、强市之
基。龙蟒佰利联钛材料绿色制
造、荣盛·汉服小镇等项目开园

迎客、华为（焦作）新基建运营中
心投运……焦作市正以产业为
本，激发出产业转型的新活力。

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焦
作市以大企业集团培育牵引工业
转型，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
建促进服务业转型，以蒙牛、伊
赛牛肉产业发展带动农业转
型，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太极拳是世界级文化品
牌，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0年12，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我国申
报的“太极拳”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放大太极拳、云台山等世
界级文旅品牌效应，推动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弘扬有机
统一、双向发力，探索文旅融合
的新路径。”焦作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以来，焦作坚持把规
划重大布局与推动重大项目相
结合，把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
化相结合，把经济发展的质和量
相统一，全力把黄河生态保护
好，把黄河文明传承好，把沿黄
产业发展好，着力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记者
注意到，作为一个沿黄河城市，
焦作市坚持项目带动保护，建立
了包含 1251 个项目、总投资
6585.9亿元的黄河流域项目库。

据悉，该项目库包含沿黄
生态廊道试点示范、重要支流
水环境综合治理、黄河防洪安
全防范治理、深度节水控水行
动等十大标志性项目和十大重
点工程。全市累计建成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18座，日处理污水
能力达到85万吨。

“经过努力，我们保护治理
黄河的氛围更浓了、基础更坚
实了、后劲更足了，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决心更加坚定了。”焦作市委
书记王小平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近日全面启动。据
了解，本次将组建8个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山西、
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广西、云南8个省（区）开展为期
约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据了解，这次督察重点内
容包括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
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严格
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以
及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

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态
环境风险及处理情况等。

记者注意到，此次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进驻的省份中，安徽、
江西、湖南、云南等省地处长江
流域，如何扎实推动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九大高原湖泊规划治理项
目总体进展缓慢，违规开发现
象突出——2016 年 11 月，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南省反
馈督察情况，在对“高原湖泊治
理保护力度仍需加大”进行阐
述时，列举出了这些在督察中
发现的问题。

同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江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
察，针对鄱阳湖水环境形势，督
察组指出了鄱阳湖流域违法违
规排污、自然保护区内批准采
砂区建设等突出问题。

2017年4月，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对洞庭湖违法违规建
设矮围问题进行了重点督察，3
个月后在向湖南省反馈督察意
见时明确要求其加大整治力
度，早日解决问题，确保湖区生
态健康和行洪安全。

随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
度不断完善，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组对上述 4省份开展督察
“回头看”的同时，还就九大高
原湖泊环境问题、鄱阳湖水环
境问题、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以及巢湖水污染治理问题
统筹安排了专项督察。

与此同时，这次督察的省
份山西和河南属于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也是本次督察关注的
重点。

据了解，2017 年和 2018
年，督察组先后对山西省开展
了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
在两次督察反馈意见中，黄河

水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尤为显
眼：平陆等地污水处理厂至今
不能正常运行，大量超标废水
排入黄河；因责任落实不力、敷
衍整改，汾河、桑干河等河流水
环境面临严重威胁。

在河南省开展环境保护督
察和“回头看”期间，督察组则
发现了黄河湿地保护区三门峡
段有多家企业无序开采、黄河
湿地保护区洛阳等河段违法采
砂、以及中央分别下达河南省
黄河湿地保护资金严重不符等
问题，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造成不小影响。

江西峡江：
“清水绿岸”换新颜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

市峡江县加快环城水系建

设，启动河湖综合治理和

生态修复，开展“清水绿

岸”治理提升工作，通过新

建和改造排水管网、清理

河道淤泥等举措，打造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自然和

谐的绿色河流生态空间。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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