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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 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
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
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立峰先后发言，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书记李纪恒、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四川省委书记
彭清华、甘肃省委书记林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石泰峰提供书面发言，分别从黄河流域生态修复、水土保
持、污染防治等方面谈了认识和看法，结合实际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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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
战略。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积极
支持流域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
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
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黄河宁，天下平”。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
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
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流域用水
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
效显著，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施，上
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
显著增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生物多样性明
显增加。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群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
位进一步巩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滩区居民迁建
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要清
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流域
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
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习近平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

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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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地方要
大力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有的地方则要以自然恢复
为主，减少人为干扰，对污染严重的支流，要下大气力推

进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
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

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
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河多年没
出大的问题，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要紧紧抓住水沙关
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解决九龙治
水、分头管理问题，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
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下转02版）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嘱托 埋头苦干 奋勇争先 把洛阳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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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这是17日下午，习近平在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眺望黄河郑州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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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几何时，黄河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水害严
重，“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
难。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为了黄河安澜进行了不屈不挠
的斗争。

新时代，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
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

继推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后，黄河流域的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摆上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议
事日程……

“我一直很关心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多次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
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上个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态和经
济发展。

18日上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在河南郑州举行。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问题还是要安排
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主持
会议的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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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游到下游，从地方到中央，沿黄9省区负责同志
来了，十几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来
了。大家共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计，谈
认识、讲体会、摆问题、提建议，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习近平总书记

此次考察的省份河南，正好是黄河的“豆腐腰”部位，是地
上“悬河”最突出、历史上决口最多的河段。选择在河南
郑州召开这次座谈会，党中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事前要求有关
部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座谈会前一
天，他走进黄河博物馆，前往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
场，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治黄的历史，实地察看黄河的生态
保护和堤防建设情况。

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总书记凭栏远眺。
黄河，如一条昂首巨龙，劈开青藏山川，穿过高原峡

谷，跃壶口、出龙门、闯三门峡，九曲十八弯，奔腾入海。
千百年来，她滋养着流域内亿万人民，也曾肆虐八方、祸
害生灵。

眼前的黄河，天高水阔，林草丰茂。虽然没有了昔日
“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的悲惨景象，但黄河
水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对水患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

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创作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古今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素来“多淤、多决、多徙”，黄

河治理成为困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难题。
“平时来水少，汛期发大水，不仅含沙量极高，且水沙

异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座谈会上，一位
来自部委的负责同志连“倒苦水”，也点出了黄河的病症。

黄河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在“千秋治河”展厅驻足
良久。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
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
上……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人们孜孜求索，同黄河水患
作斗争，甚至寄望于河神祭祀、镇河神兽。

走近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习近平总书记
放慢了脚步。 （下转02版）

——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