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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维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

体”，做到生态保护优先，积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针对上中下游的实际情况，

沿黄省区应做到守责担当、优势

互补、互惠合作。作为“中华水

塔”，包括黄河、长江、澜沧江

在内的青海三江源，对中国的生

态状况及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生态

环境的治理保护中担负着重要责

任。我国已建立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对

保护好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

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黄河水源

涵养补给区和“蓄水池”的甘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湿地保护

修复、治理草原沙化责任重大，

目前若尔盖国家公园正在建设之

中。处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

长期以来，黄河面临水资源

过度开发、生态功能严重破坏、

生物栖息地丧失等问题，经济社

会用水和生态保护间矛盾尖锐。

宜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

一调度下，合理使用水资源，亟

待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实施

进程，真正实现中华水资源全国

一盘棋配置的全新格局。从而在

国家有关部门、沿黄九省区的共

同努力下，真抓实干地推进实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让黄河成为造福沿岸

人民幸福河的愿景尽快变为现

实。

流失区的沿黄省区，要突出抓好

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黄河水少

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治理土

壤沙化、水土流失刻不容缓，尤

其甘肃、宁夏、陕北地区是黄河

中下游泥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要举全流域之力，加大治理力

度。黄河下游“地上悬河”长达

800公里，应进一步加强对黄河

水土流失与河道水沙运行机理等

的科学认识，提出变革性对策与

技术，消除“地上悬河”及其水

灾隐患的威胁。

黄河是青藏高原的女儿，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

巴颜喀拉山的三处泉源，经过星

宿海的哺育，汲取了鄂陵湖、扎

陵湖的充沛水力，离开了黄河源

头区，沿着阿尼玛卿山从青海省

久治县流入了甘肃省玛曲县，也

就从青藏高原峡谷区进入了青藏

高原草原区，在甘南草原进行了

充分的水量补给后，又沿着阿尼

玛卿山流回了青海省，给了“战

神大王”——阿尼玛卿山一个最

深情的拥抱，留下了“天下黄河

贵德清”的高贵形象，为中华民

族“黄河清、圣人出”留下了充

分遐想的空间和想象。在形成了

第一个几字形的大弯后，冲出壮

观的积石峡，再次回到甘肃省临

夏州，形成了著名的“黄河三

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

峡，诞生了共和国历史上最早的

百万千瓦级水电枢纽——刘家峡

水电站，孕育了黄河上游最重要

的重化工业城市——兰州市，把

水利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留给

后人无尽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经验与启迪。兰州作为甘肃

省省会，是黄河干流穿过的唯一

城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

视察兰州留下了“黄河之滨也很

美”的赞誉。从这里开始，黄河

告别青藏高原，沿着黄土高原开

辟出了一条桀骜不驯的前进道

路，给干涸的黄土高原再次一个

温柔的几字形拥抱，开始了孕育

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与生活家园的

伟大历程。可以说，南水北调西

线工程是实现黄河永续的万安之

策，若能早日实施，黄土高原和

河西走廊乃至内蒙古、新疆将彻

底变成中华民族的米粮仓，黄河

流域上游的生态地理面貌将全面

重塑，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将再

次赢得一个厚积薄发的生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