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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万象新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系列报道之四

新华社讯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
胸怀间。

黄河，5464公里水流泱泱，全流域79.5
万平方公里千折百转。她是横亘在神州大
地上九曲十八弯的大写意，是奔腾在华夏
文明中壮阔无垠的大历史。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乘火车一路向西，追溯中华文明的根脉，
看母亲河的浇灌与丰收，主持召开全面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2019 年郑州、2021 年济南、2024 年兰
州……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
黄河的保护与治理，3次主持召开座谈会，
30多次到黄河流域各省区考察，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航掌舵。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来，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
力持续增强，能源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巩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到了更
高起点上，一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黄
河大合唱”正在神州大地奏响。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
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河博
物馆的“千秋治河”展厅。总书记久久凝视
着一幅黄河改道图——决溢范围北至天
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水之所
至，“城郭坏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
无庐”。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
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曾几何时，
黄河“多淤、多决、多徙”，“三年两决口、百
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
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

黄河宁，天下平。历史上，为了把黄河
治好，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驯“束水攻
沙”，从汉武帝时期“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时
期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
一部艰辛的治黄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
难史、奋斗史、治国史。由于种种原因，黄
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前始终没
有得到根本改观，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一
直难以实现。

历史将治黄重任交到中国共产党人
手中。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冀鲁
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翻开了人民治
黄的新篇章。

1952 年 10月，毛泽东同志离京视察，
来到他日夜牵挂的黄河边。从济南泺口大
坝到徐州黄河故道，从兰考东坝头到开封
柳园口，从郑州邙山之顶到新乡引黄渠畔，
毛泽东同志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
展望大河前景。面对这条母亲河，他心潮
澎湃，也忧思难平，千叮咛万嘱咐：“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

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部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规划，
黄河进入有计划有步骤治理的新阶段。根
据黄河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国家不断调
整完善治理开发规划、优化治黄整体布局。

1980 年 7月，邓小平同志来到河南花
园口视察黄河大堤，详细询问黄河的汛期
流量和防洪措施。邓小平同志指出：“维持
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
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
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
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为
小浪底工程的上马定下了基调。

75年来，我国先后开展多次大规模堤
防建设，兴建了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
水利枢纽，实现了从被动治理到主动调控
黄河水沙的重大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
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思接千载，总书
记深刻思考着治黄与治国的关系。

黄河，在总书记心中的分量很重。
2014 年 3月，总书记来到黄河最后一

弯——位于河南兰考东坝头的黄河岸边，
细细询问黄河防汛和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情
况。2016年7月，在宁夏，强调要加强黄河
保护，“让母亲河永远健康”；8月，在青海，
嘱托要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2017年6
月，在山西，寻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渡
过黄河驻扎于此的足迹。2019年 8月，在
甘肃，深入了解黄河治理和生态保护情况；
9月，在河南，亲临黄河博物馆、黄河国家
地质公园，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治黄历史，
实地察看黄河的生态保护和堤防建设。
2020年 6月，在宁夏，强调“要把保障黄河

长治久安作为重中之重”。2021年 10月，
来到山东黄河入海口，察看黄河三角洲湿
地生态环境，坦言“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
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2024年 9月，在甘肃，嘱托“让母亲河永续
惠泽子孙后代”。步履所至，尽是关切。

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让母亲
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黄河岁岁安澜，这
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终于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生动现实！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
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
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总书记感慨系之。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

“今天把这么多人召集到这里，就是为
了黄河的永续发展，可见党中央多么重
视。这件事要久久为功，锲而不舍，一以贯
之地抓下去。”2024年 9月 12日，一场牵动
黄河沿岸9省区的会议——全面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兰州
召开。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话语铿锵、字
字千钧。

5 年前的 2019 年 8 月，总书记正是在
甘肃考察时明确提出：“我曾经讲过，‘长江
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今天我要说，黄
河一直以来也是体弱多病，水患频繁。”

2019 年 9 月，总书记赴河南考察，主
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
要的经济地带。然而，多年来累积的问题
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在全国主
要流域中，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域
土地面积比例最大；上中下游生态易退化，
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慢；部分地区污染
排放强度较高。

“上游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
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
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
涵养能力”；“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
污染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
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要做好保护
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
样性”。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总
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
下调子——“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推动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万里黄河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
多彩新画卷。

——在黄河上游，涵养水源，守护“中
华水塔”。

2024年 6月 19日，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强调，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也十
分脆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功能
最大化，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任务。重中之
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
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如今，青海省水资源总量明显增加，每
年向中下游稳定输送600亿立方米Ⅱ类以
上的优质水，湿地面积跃居全国首位，生物
多样性明显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日益
提升，“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

——在黄河中游，治水治沙，绿意点染
黄土高原。

陕西北部的延安、榆林两市，大部属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黄河上中游地区水
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位于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的一条小山沟。从前是“山
上光秃秃、年年遭灾荒”，如今已经“层层梯
田盘山头、片片林草盖坡洼”，村民种植的
山地苹果成了致富的“金蛋蛋”。村民自豪
地说：“现在黄河的水里再也没有高西沟的
泥沙。”

2021年 9月 13日，总书记在这里考察
调研时指出，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
理的一个样板，你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与时俱进发展农村事业，路子走得
是对的。

——在黄河下游，构筑生态廊道，推动
沿河生态不断向好。

黄河三角洲，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
轻土地，孕育着无限生机与希望。600多种
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
植被区，每年有超过 600万只鸟类在此迁
徙、越冬，40多种鱼类在此产卵繁殖……

2021 年 10月，黄河入海口，总书记沿
着木栈道步入湿地深处，实地察看这片动
植物的乐园，殷殷叮嘱：“要管理好，不能让
湿地受到污染，也不能打猎、设网捕鸟。”

2024年7月26日，第46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
审，山东东营黄河口等 5处提名地扩展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创作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上中游 7 省区是发展不充分的
地区，同东部地区及长江流域相比存在明
显差距，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
面对黄河沿线发展之困，总书记一针见血。

发展水平不均衡、内生动力不足、生态
环境脆弱……长久以来，黄河流域的发展
一直面临着诸多短板。诸多问题，既有先
天不足的客观制约，也有后天失养的人为
因素。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有多少汤泡
多少馍”。

水是发展的命根子。然而，中国的国
情之一是缺水，黄河流域更缺水。

有组数据：黄河途经9省区入海，以占
全国 2％的水资源量，支撑着全国 12％的
人口、17％的耕地、13％的粮食产量、14％
的国内生产总值。

“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
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
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总书
记深刻指明，“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有多少汤泡多少
馍’，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让水资源用
在最该用的地方”。

建立水资源承载力分区管控体系，限
制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城市发展规模、高
耗水项目建设和大规模种树，建立覆盖全
流域的取用水总量控制体系……近年来，
全黄河流域行动起来，“有多少汤泡多少
馍”的理念深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当中。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

“天下黄河，唯富一套。”从古至今，河
套灌区的建设与发展，保障着当地农业繁
荣不息。

2023 年 6月，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巴彦
淖尔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仔细
端详 7 级灌排体系。当地负责同志介绍
说，现在，多泥沙状态下自流测水的难题，
他们已经解决了，“下一步还要进行现代化
改造”。

“看到灌渠建设，我很感慨，一个是我

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再一个是几
千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创造，非常可
贵。”总书记由衷感叹。

今天，河套灌区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
灌区完全依赖人工传递记录水情信息的时
代一去不返，实现了水情联合、实时、精确
监测调度。

何止是河套！青海塔拉滩，绵延的光
伏板助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山
东渤海之滨，多项自动化技术助力码头运
营效率显著提升……上中下游，内陆沿海，
科技创新赋能黄河沿线高质量发展的案例
数不胜数。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求三江
源、祁连山等地区“创造更多生态产品”，嘱
咐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指示区域中心
城市等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提高经济
和人口承载能力”……站在全局高度，总书
记精准谋划沿黄各省区发展定位，指导黄
河沿岸地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山东、青海两省签署协议，深化在应对
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智慧生态黄河、生态环保产业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

山西、陕西两省签订协议，合力推进晋
陕大峡谷、汾渭平原等生态环境保护，共同
推动左右两岸“一泓清水入黄河”。

河南、山东两省达成合作，以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
城市群协同发展，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黄河沿岸的发展一定要有大局意识，
站在国家的、全局的角度考虑，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总书记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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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
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
生于此。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
流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
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
开封等古都。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
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
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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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
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
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黄河流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据统计，黄河流域 9省区共有不可移
动文物30余万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约 900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00多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300多
处。长期以来，这些文化遗产相对分散独
立，跨地区、多部门参与保护开发的体制机
制不健全，黄河文化统一阐释难、系统保护
难、综合利用难，迫切需要一张“大蓝图”。

酝酿、探索、起草、审议、通过……2023
年 4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施行。保护法设置“黄河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专章，形成了有效保护黄河文化的法
律制度。

2023年7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保护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提出构建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一廊引领、七区联动、八带
支撑”总体空间布局，分类建设管控保护、
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4类重点
功能区；提出全面推进强化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发掘、提升环境配
套服务设施、促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加强
数字黄河智慧展现等重点任务。

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
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黄河文化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
大文化工程。

沿黄各省区和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实施
具体规划、实施方案和政策体系，深入开展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青海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打造重大标志性文化项目；加快推动黄河
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要素集聚，以打造黄
河文化旅游带为目标，支撑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

四川沿黄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有效
建立，若尔盖、莲宝叶则等一批重大标志性
文化工程有序实施，推出了“长征丰碑”红
色游、红原雅克音乐季等特色文化旅游产
品、线路和目的地。

甘肃明确三级展示体系：依托黄河风
情线、黄河首曲等突出资源打造11个核心
展示园；依托黄河干支流沿线文化景观与
古道线路等打造黄河母亲、黄河楼等11个
集中展示带；依托肃王墓、石佛沟、大墩峡
等遗址遗迹和景区打造21个特色展示点。

宁夏谋划储备 24 个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项目，其中 9个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5 个
项目已建成；对黄河流域11类4129处文化
遗产、296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调
查与评估。

内蒙古大力推动包头市曲艺非物质文
化遗产建设、乌海市黄河文化博物馆建设
等一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讲好内蒙
古黄河故事，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陕西结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
求，构建黄河文化保护展示传承廊道，打造
关中文化高地、红色文化高地，构筑渭河文
化遗产带、红色文化带、秦岭生态文化带、
边塞文化带，建设各具特色的黄河文化展
示园。

山西构建“两廊三带多片”的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总体空间布局，打造山西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的两条廊道，构筑以“两河一
山”即汾河文化遗产带、沁河文化遗产带、
太行文化关联带为牵引的文化空间纽带，
建设13个主题片区。

河南着力构建“一核三极引领、一廊九
带联动、十大标识支撑”的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总体空间布局，加快建设中华文明连绵
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

山东构建“一廊一带四区多点”的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格局，即建设黄河下游
中华文明主廊道，大汶河文化遗产带，生态
入海文化、儒家文化、东夷文化、革命文化
四大特色主题展示区，以及多点联动的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载体。

承载着华夏文明的集体记忆，蕴含着
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力量之源，黄河文
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价
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新征程上，沿黄各省区高举改革开放
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必将不断优化，黄
河流域的好生态、好家园、好生活必将呈现
更新的面貌。

（执笔：袁军宝 邵 琨 高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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