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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洛阳专场举行

本报郑州讯 （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戚帅
华 郭学锋 魏巍）昨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洛阳专场，全面宣传展
示洛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

洛阳市副市长李新红作主题发布。2019 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确定为重大国家战略。五年来，作
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洛阳始终牢记总书记
殷殷嘱托，坚决守护黄河长久安澜，全力构建黄河
干支流防洪减灾体系；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
着力走好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之路；深刻把握“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战略要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推进高质
量发展，大力发展风口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
构建；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突出“颠覆性创意、沉浸
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大力发展新文
旅产业，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在提问环节，媒体记者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生
态环境保护、水土流失治理、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黄
河水旱灾害防御等方面问题踊跃提问。洛阳市发
改委、生态环境局、水利局、文广旅局和豫西河务局
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介
绍洛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创
新举措、成效经验和下步打算。

来自中央和省市级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等参
加发布会。

近年来，我市锚定“两个确保”、落实“十
大战略”，积极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推动传
统产业向风口转型，不断提高产业发展“含
新量、含绿量、含金量”，连续4年入选国家
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我市坚持
把创新落到产业上，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
台“双倍增”行动，提质建设智慧岛、科技产
业社区等平台载体，累计建成创新平台
3724 个，全市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3.47%。以龙门实验室为龙头，围
绕铝基新材料、钨钼材料、化工新材料、农
机装备等优势产业成立了首批4家产业研
究院，突破 10 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
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成立市
人才集团，引育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团队，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
支持。

重塑体系构建更“优”产业格局。我市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IT、新文旅、智能装
备等重点领域，谋划确定重点发展的17条
优势产业链。目前，全市已经形成装备制造
和新材料 2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10 条百亿
级重点产业链。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市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9.5%，创新型产业增
势良好。

加速换道助推产业向“新”而生。我市
坚持通过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赋能传
统产业迎“风”起舞，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市
工业技改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30.7%和 35.8%。新一轮“三化改造”实现
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全市建成省级以上
智能工厂 104 家、绿色工厂 87 家，1.8 万家
企 业“ 上 云 ”，全 市 数 字 化 转 型 指 数 达
29.44。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推
进碳达峰试点园区建设，工业固废综合利
用率稳定在75%以上。

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抢占风口加快重塑产业格局

自2019 年以来，我市坚持“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工作思路，统筹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各项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2023 年，我市 PM10、PM2.5 和优良
天数实现“两降一升”，其中优良天数为
246天，较2019年增加69天。我市13个
国 省 控 地 表 水 监 控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率
100%，优良水体比例达92.3%，地表水环
境质量连续多年居全省前列，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100%，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安全利用率100%。

我市已创建栾川县、洛宁县、嵩县
3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栾川县、
宜阳县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7 个省级生态县（栾川县、
洛宁县、嵩县、宜阳县、新安县、汝阳县、

孟津区）。
我市已成功入选国家减污降碳协同

创新试点城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城市，“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圆满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2023 年，我市伊洛河（洛阳
段）入选全国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是全省唯一入选案例。同时，黄河（孟津
段）荣获“河南省2023年度省级美丽幸福
黄河”称号。

目前，我市拥有野生陆栖脊椎动物
565 种、高等植物 2308 种，其中包含黑
鹳、大鸨等 121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以及银杏、红豆杉等 62 种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特别是在黄河湿地，发
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卷羽鹈鹕、
彩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斑羚
和貉等。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我市成功创建
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黄河战略实施五年来，我市先后实施小

流域、坡耕地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148
个，总投资 7.1 亿元，新增水土流失防治面
积1337.04平方公里，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
面积和强度实现“双下降”。

在嵩县田湖镇，高标准梯田层层叠叠，
万亩丹参基地蔚为壮观。以前，这里地形复
杂、沟壑纵横，干旱时庄稼望天收，暴雨时水
土流失严重。如今，得益于坡耕地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实施，原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
跑田”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特
色产业迅速发展，改善了流域生态环境，也
带动了群众增收。

放 眼 豫 西 ，洛 阳 山 区 丘 陵 面 积 占
86.2%，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原因，导致
水土流失总量大、分布广、防治任务十分繁
重。近年，我市抢抓国家黄河战略机遇，从
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驰而不

息加强水土保持，至2023年年底全市水土
保持率达70.76%，成功创建全国首个水土
保持生态文明城市。

在推进中，我市创新生态治理机制，
把水土流失治理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
合、与群众致富相结合、与土地利用和
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通过山水林田路
系统治理，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生态旅
游等产业。嵩县丹参、宜阳花椒、民宿
经济等已经成为促进群众致富的重要
渠道。

与此同时，我市把水土保持工程纳入生
态建设和乡村振兴系统谋划，重点围绕城
镇、村庄周边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建
成了一批防控体系完善、人居环境优美、运
行管理规范、防治效益突出的水土保持示
范工程，流域生态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现“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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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河文化
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传承区，近年来，我
市积极探索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推进文化和旅游
高质量发展。

坚持保护为先。我市把保护传承和
开发利用相结合，加强地方立法、系统规
划的刚性约束，积极融入“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等重大课题。五大都城遗址博物馆
群建设有力推进，定鼎门、应天门、天堂明
堂、九洲池等成为“文化新地标”，大遗址
保护利用的“洛阳实践”逐渐成为讲述华
夏历史、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坚持创意赋能。我市把传统元素与
时代气息融合起来，着力讲好“黄河故
事”。顺应新文旅发展理念，我市以“盛世
隋唐”为主线，着力打造以隋唐洛阳城宫
城区、洛南里坊区、老城古城片区为核心，

以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片区为重要支
撑的高品质古都文化体验区。强化场景
建设，《唐宫乐宴》《寻迹洛神赋》《知道老
君山》等沉浸式演艺打破传统的观演模
式，让游客感受“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
千年”的独特魅力。

坚持融合发展。我市加快推动“旅游
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打造黄河文化
精品旅游带，287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
游公路全线贯通并投入运行，串联起生态
康养、红色文化、农俗体验等文旅业态，隋
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河之洲水上体
验中心开放运营，形成多层次旅游体系。

下一步，我市将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推进黄河
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化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持续贡献

“洛阳力量”。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以新文旅理念讲好“黄河故事”

黄河宁，天下平。千百年来，洪水风险
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黄河在洛阳蜿蜒
96 公里，处于中游到下游过渡段，保障黄
河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黄河下游
防洪压力有效缓解，但黄河水旱灾害防御
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一方面，洛阳所处位
置特别关键，黄河河势变化复杂，工程防守
难度大；另一方面，洛阳市域内黄河流域面
积占全省黄河流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洛
河、伊河等水系防汛点多、线长、面广，防洪
任务艰巨。

近年，洛阳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
治理”的战略要求，强化流域协同管理，着
力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全力跑好河南黄河
水旱灾害防御“关键一棒”。

全面完善黄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加
快构建雨水情监测预警“三道防线”，着力
提升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能力。

完善洛阳黄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
筹实施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建设了较为完
备的“水库+堤防”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
一步提升河道整体行洪能力。

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预警“三道防
线”。全市建设气象站点298个，实现流域
全覆盖，构建实时超精细化监测和短临暴
雨预报“第一道防线”；建设523个雨水情
测站和 41 个水文测站，精准监测“落地
雨”，构建动态分析洪水演进过程“第二道
防线”；依托坝岸坍塌自动感知报警、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及水库、淤地坝自动化雨
水情测报等系统，构建预报预警“第三道
防线”。

全面提升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能
力。牢固树立流域一盘棋思想和系统观
念，有效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系，
构建多元抢险队伍和物资储备体系；建立

“领导+专家”分区分片督导和暴雨双重
“叫应”机制，历次大流量过程均平稳过境，
确保了岁岁安澜。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

黄河流域防洪工程
体系全面完善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千秋大计。洛阳是黄河流域重要
节点城市，肩负着守护黄河安澜、筑牢
生态屏障、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
使命。

近年来，我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
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新引领，
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治理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先后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 3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2
个，成功入选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循环经
济示范城市。

坚决守护黄河长久安澜

全力构建黄河干支流防洪减灾体系，
全力保障黄河安澜。

突出干流治理，持续完善黄河洛阳段
干流河道防洪工程体系，推进黄河河道和
滩区综合提升治理，黄河（孟津段）荣获

“河南省2023年度省级美丽幸福黄河”。

实施“四水同治”，统筹抓好支流河道
清淤、岸线除险加固、河岸绿化管理等重
点工作，河湖“四乱”问题动态清零。

开展险工险段和薄弱堤防治理，伊
河、洛河普遍达到市区段100年一遇、县
城段 50 年一遇、乡村段 20 年一遇防洪
标准。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统筹抓好
农业蓄水保水、工业节水减排、城市节水
降损，走好水资源节约集约发展之路。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水
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重点河流考核
断面生态流量保障率达97.8%。

增强多元化支撑保障能力，建成投用
引黄入洛等引水调水工程，成功入选国家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

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入选省级节水
型城市，顺利通过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省
级初验。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战略
要求，统筹推进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优良天数达到
历史最好水平。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在
全国率先推出“河长+检察长+警长”联动
机制，国考、省考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率
连续5年保持100%，伊洛河入选全国美
丽河湖。

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土壤环境质量
保持稳定。

持续抓好生态保护修复，湿地保护
率、森林覆盖率分别达55%、45.8%，入选
全国首批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城市。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风口
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再造“新
优势”。206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新一轮“三化改造”全覆盖，智能车间、绿
色工厂、制造业头雁企业数量均居全省
前列。

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形成“新集群”。
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期项目电池工厂正
式投产、二期项目全面开工，加速建设千
亿级新能源生产基地。光电元器件集群

规模全省领先，新型耐火材料、现代农机
装备入选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洛阳入选
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50强城市。

未来产业多点发力，抢占“新赛道”。
氢燃料发动机实现规模化产销，航空航
天、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产业链营收两位
数增长，2023年“5+17”产业链群营收规
模达 4200 亿元，“洛阳制造”向“先进智
造”全面升级。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坚持围绕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新模式，
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课
题，5 项考古项目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荣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
佳城市”称号。

做好黄河文化资源活化开发利用，实
施文化传承发展“专精特新”工程，在全国
率先打造隋唐洛阳城 3.0 版大遗址保护
利用示范样板，全市博物馆数量达 102
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量全省第一。

突出“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
化消费、移动端传播”新文旅特点，打造传
承中华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截至
今年9月，全市接待游客1.26亿人次，文
旅热度持续攀升。

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戚帅华 郭学
锋 魏巍

新安县黄河岸边露营地新安县黄河岸边露营地（（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