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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石羊河，疏勒河，都是祁连
山的子女。她们有着共同的愿望，那
便是灌溉河西走廊万顷良田，养育沿
岸数以万计的生命物种。

河西走廊气候干旱，许多地方年
降水量不足 200 毫米，但祁连山冰雪
融 水 资 源 丰 富 ，灌 溉 农 业 发 达 。 黑
河、石羊河和疏勒河三大内流水系均
发源于祁连山，各河出山后，大部分
渗入戈壁滩形成潜流，或被利用灌溉
绿洲，仅较大河流下游注入终端湖。

祁连山堪称三大内陆河的“母亲
山”，祁连山的雪水，哺育了河西走廊
的一个个城市。

黑河从张掖市穿境而过，造就了
河西走廊上最大的绿洲。水是张掖
市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最为
宝贵的资源。

近 年 来 ，张 掖 市 全 面 开 展 河 湖
“清四乱”、联合执法、整治河道采砂、
春 雷 2021、“ 聚 焦 小 微 边 ，共 建 幸 福
河”等河湖管护专项行动，积极推进
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法制
化。全力做好地表水功能区管理工
作，2019 年以来全市地表水功能区断
面水质全部达到控制目标要求。严
格入河排污口管理，严把入河排污口
审 批 关 口 ，积 极 开 展 入 河 排 污 口 详
查，按照“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的原
则，全面排查张掖境内所有河流入河
排污口。开展全市水环境承载能力
评价工作，全市及 6 县区水环境承载
状态均处于未超载状态。

张掖市对生态环境部先后三次
卫星遥感监测及两次“绿盾”行动反
馈黑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设
施点 334 处问题进行甄别分析、分类
施策，已全部完成整改。张掖黑河湿
地成功入围全国 50 个美丽湿地，《张
掖—冰火黑河》宣传片在央视中文国
际频道 CCTV4展播。

淙淙流淌的石羊河，是武威市治

水历史的见证。
这条河似乎很奢侈，因为它几乎

专供这个城市使用，然而，它又并不
富裕，因为水量总是那么捉襟见肘。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影响，武威市水
资源短缺、用水矛盾突出、流域生态
环境本底脆弱。

近年来，在中央财政支持以及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石羊河生态功能
逐步得到恢复。通过全域无垃圾专
项整治及河道垃圾清理、违规建筑拆
除、禁养区养殖场搬迁、县区污水处
理工程改造升级等举措，实现了县级
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标准全
覆盖，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46%。
石羊河水变清了，水质变好了，年下
泄水量也在逐年增多。

2021 年，石羊河尾闾青土湖湿地
面积达到 106 平方公里，湿地内鸟类
种群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植物植被群
落相对稳定，水域面积已由 2016 年的
25.16 平方公里增加至 26.67 平方公
里；黄案滩裸露的土地日益减少，芦
苇、白刺、梭梭、沙枣等 10 万亩植被群
落逐步恢复，红崖山水库的鸟类增长
到 16目 20科 80种两万只左右。

水质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
不仅是老百姓的共同感受，更有实实
在在的数据佐证。

同属石羊河流域的金昌市，连续
三年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
量排名位居前十，两个省考断面水环
境质量为优，6 个地下水省考点位达
标率为 100%。全市 25 个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全部完成了水源地保护区
划分，22 个饮用水水源地完成了规范
化建设。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
制在 43 立方米以内，农药化肥使用量
实现了零增长。

优质的水资源成为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支撑，北海子国
家湿地公园、金水湖、西湖生态景区

等被金昌广大市民及游客誉为“天然
氧吧”和“城市后花园”。

黑河、石羊河流域生态的综合治
理，不仅形成一条壮美的城市生态景
观带，还筑起一道稳固的城市生态安
全屏障。张掖市被命名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2021 年石羊河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西北诸河唯一美丽河
湖提名案例，为全国内陆河干旱缺水
区河湖管护及河湖水生态修复治理
提供了珍贵样板。

巍巍祁连山，滚滚疏勒河。
在我国内陆河中，疏勒河是为数

不多向西流淌的河流。它不仅孕育
了西北地区的大漠文明，而且曾经还
注入了如今已经干涸的罗布泊。疏
勒河河道全长约 540 公里，流域面积
两万平方公里，是包括黑河、石羊河
在内的河西走廊三大水系之一。从
祁连山出昌马峡谷后，疏勒河甩头向
西，晶莹的雪水携着天地之精华和大
自然的通透灵气，将沿路的踏实河、
党河揽入怀中，进入敦煌西北边的哈
拉湖。2017 年，疏勒河荣登年度“最
美家乡河”榜单。

党河作为疏勒河的重要支流，在
上世纪 70 年代党河上游修建水库以
后，下游河道几乎断流，仅在每年汛期
和排沙时泄洪。城区段的西河坝沙尘飞
扬、垃圾塞道、污水横流，行人侧目屏
息而过，古老的河床一片狼藉。

如今的敦煌，“引水入河、蓄水造
景、生态环保、清浑分治、循环利用”，
党河风情线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塑造
了生态河、景观河、文化河形象，重现
了“党水北流”景观。党河风情线景
区建成后，城市湿度明显增加，40 万
平方米的蓄水面积，实现了地下水补
充、生态湿地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持
等多项生态效益。

有着“戈壁明珠”美誉的嘉峪关
市，城市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达

到 39.4%和 4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36.39 平方米。同时，当地不断加大
讨赖河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投入 2.5
亿元对 6.7 公里长的河道、河岸进行
了 综 合 整 治 ，提 高 了 河 道 的 行 洪 能
力，改善了城市水生态环境，水质在
全国名列前茅。

从 21 世纪初开始，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政府投入巨资，对三大内陆
河进行治理。

在黑河、石羊河流域，甘肃省财
政厅和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对酒泉、张
掖、武威 3 市所辖相关 7 个县中全年
平均水质达标的县区，每个县设置最
高 1000 万元奖励标准，根据考核结
果 ，2020 年 和 2021 年 已 累 计 下 达
5150 万元奖励资金。各县人民政府
统筹整合奖励资金，通过实施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业
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城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措
施，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确保水
质稳定达标。

另外，为打造一批“防洪保安全、
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
境、先进水文化”的优质河湖，甘肃于
2021 年遴选了讨赖河嘉峪关段、党河
敦煌段、庄浪河天祝段和洮河卓尼段
4 个河段开展美丽幸福河（湖）试点创
建。讨赖河嘉峪关段成为甘肃首个
通过省级验收的美丽幸福河（湖），对
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保护与治理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
长杨建武表示，“‘十四五’期间，甘肃
将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聚力
保障‘四强’行动，服务做好‘五量’文
章，努力建设山川秀美、生态优良的
美丽甘肃。”

荡涤污垢不染尘荡涤污垢不染尘 陇原碧水现陇原碧水现““素颜素颜””
——甘肃水生态环境治理纪实

◆汪蛟吴玉萍 周颖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万里敦煌道，三春雪未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从
古至今，大漠、戈壁、边塞、骆驼、干旱成为外界对于甘肃的“刻板印象”。

不到西北，不知天地之辽阔。不到甘肃，不知地貌之多样。实际
上，甘肃省这块“藏在深阁人未识”的宝藏之地，有着复杂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循环，其境内河流、湖泊、湿地等种类丰富。

放眼水文版图，甘肃河流众多，东西跨度大，分属长江、黄河、内陆
河三大流域，涉及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黑河、嘉陵江等 11 个水
系。河流的水空间、水循环、水环境和水生态具有不同的区域特点，河
流的社会服务功能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甘肃省河流健康状况报告》指出，近年来，甘肃水质整体较好，多
数河流水质好于Ⅲ类；河西走廊内陆河水量呈增加趋势；河岸带、河流
大断面等指标相对比较稳定。

■吹沙走浪行千里，解锁黄河源头的“生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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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

甘肃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
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
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
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
区。甘肃黄河流域人口和生产总值占
全省比重 80%左右，横跨青藏高原、内
蒙古高原、祁连山、河西走廊等四大地
貌单元，拥有黄河天然廊道和甘南黄河
上游、祁连山、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渭河
源等多个重要生态功能区域。

“黄河流域甘肃段自然环境具有多
样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差异性。
这就要从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和
系统性着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
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工程，整体推进、系统治理，增强各项措
施的关联性和系统性，防止单兵突进、
顾此失彼。”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白志红表示。

黄河是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
难度最大的河流之一，力保黄河长治久

安，是百姓所盼，也是甘肃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甘肃秉持“不让一个排口

污水横流，不让一条河流受到污染”的
原则，在全国较早启动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及污染现状调查，被生态环境部列为
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3 个试
点省份之一，完成黄河流域甘肃段 4 个
水 系 36 条 重 要 干 支 流 入 河 排 污 口 排
查，排查河道约 6000 公里；依托项目加
强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因地制
宜、因河施策，争取中央水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 38.73 亿元，实施污染治理项目
241 个；建成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一张
网”，完成“三线一单”划定，将沿黄流域
划定为 513 个环境管控单元，发起成立

“甘肃省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研究中心”，与相邻 4 省（自
治区）签订《跨界流域水污染联防联控
框架协议》，开展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
力保“一河净水送下游”。

目前，甘肃省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
质连续 6 年达到Ⅱ类，2021 年，黄河流
域 41 个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为
92.68%，高于沿黄省份平均水平。

黄河兰州段变漂亮了，这是所有兰
州人的感受。

清风徐来，杨柳摇曳。走上兰州市
西固区岸门桥，在一片绿水浓荫之中，
母亲河奔流而过，远处“保护饮用水源，
造福兰州人民”的标语，也成了兰州市
饮用水水源保护最响亮的口号。

这是兰州市 400 万人民的饮用水
水源地。由于历史原因，在开展清理整
治之前，保护区内情况复杂，清理整治
难度较大。

“为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打
造黄河之滨美丽河湖，我们对餐饮点、
建材经营户、停产企业及住户等进行了
拆除和搬迁，对水源保护区内‘两河九
沟’进行了生态修复。”兰州市西固区水
源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杨攀介绍说，将
水源保护区建设成优良的生态性水源
地保护区，不但能滞缓径流、阻挡泥沙、
涵养水源、减轻降水径流对保护区的淋
洗冲刷，并且可以吸收有害气体、清洁
空气、调节改善水源流量和水质。

放眼望去，兰州市水源涵养林带像
一张庞大的绿色地毯铺在黄河岸边。
经过整治建设美化，水源地涵养林带、
河滩、湿地形成了点面结合、绿树成荫、
移步换景的生态保护区。

黄河流域污染防治表象在黄河，根子
在流域。甘肃省黄河干支流沿岸工业化程
度高，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小觑。

“这就需要发挥规划和管控的统筹
作用，做好上下协同、地区共治，水陆统
筹、河湖联动，全面推进流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甘肃省生态环境
厅水处相关负责人说。

扮靓沿线风景，做好黄河文章，离
不开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

2016 年 以 来 ，白 银 市 共 投 资 4.45
亿余元建成白银高新区产业开发区、白
银区银西产业园、平川区经济开发区、
靖远县刘川工业园等 4 个省级以上工

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专项整治水污染重点行业企
业，开展有色金属、化工、农副食品
加工、制药等 12 类重点行业企业强
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2015 年以来全州没有新建一
座水电站、没有新开发一座金属矿
山。”甘南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介

绍，甘南州已成功申报国家第一批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项目，碌曲“尕海湿地”成功入围全国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

临夏州“十三五”以来实施了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流域水污染治理、流域
水生态保护修复、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
领域的 22 个项目，全覆盖完成黄河流
域入河排污口国家试点 874 个排污口
排查、编码和溯源工作，按照“一口一
策”整治方案完成 152 个有水排污口监
测、33个排污口整治。

庆阳市推动人工湿地等水生态修
复治理项目建设，在污水处理厂（站）尾
水排放下游和部分支流支沟建成氧化
塘、人工湿地 60 处，总面积达到 65.23
万平方米，水质“净化器”效果明显。

平凉市实施了葫芦河流域综合整
治、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净化及仁大
河、甘沟河、渝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等项目，累计建成人工湿地 1600 多亩、
生态拱水堰 10 座，流域综合治理的效
果不断显现。

天水市先后启动实施了藉河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秦州区南沟河水质
保障及污水治理工程、颖川河马跑泉段
防洪及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等一批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实现了生态扩
容目标。

定西市加快实施牛谷河、洮河、关
川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谋划争取渭
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关川河水质由

“十三五”期间的劣Ⅴ类提升至 2021 年
的Ⅳ类，高于Ⅴ类水质目标要求。

……
今年，甘肃首次完成了全省主要河

流“体检”，其中黄河流域的黄河干流、
湟水、洮河、渭河、泾河、洛河 6 个水系
河流健康状况良好。4 月，甘肃省河流
健康蓝皮书发布会上公布了“黄河流域
甘肃境内 71 条河流健康状况良好”的
好消息。

■陇上江南清流绕，甘肃境内唯一属于长江流域的城市做足护水文章

甘肃南部为长江流域，降水充足，
水 资 源 丰 富 ，主 要 水 系 是 嘉 陵 江 水
系。嘉陵江水系呈树枝状，支流众多，
流域面积在 5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有 17 条，如甘肃省境内的白龙江、白
水 江 、西 汉 水 等 ，便 是 其 中 较 大 的
支流。

陇南市位于嘉陵江水系上游，是
甘肃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有着“陇上
江南”的美誉。山清水秀的陇南是一
块不大的区域，却集合了黄林沟和梅
园河国家湿地公园、白水江和甘肃裕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景色怡人
的 官 鹅 沟 、天 池 、“ 在 水 一 方 ”的 西
汉水。

绿色是陇南最亮的底色，生态是
陇南最大的资本。

按照《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
定的全省“三屏四区”生态安全战略布
局，陇南市属于以水土保持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为重点的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陇南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提出，强化河湖岸线管控，加强水
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开展美丽河
湖建设。

初夏时节，陇南气候宜人，温暖湿
润。清晨，蓝天白云下的陇南市区青
山环抱，绿水萦绕，鸟语花香，若隐若
现的云雾缭绕山间，小桥流水人家映
照在一片湖光山色之中。临近黄昏，
丝丝缕缕的阳光铺洒在白龙江畔的湿
地公园，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三五成群，
结伴而行，一路欢声笑语，享受着大自
然最美好的馈赠。

新思路引领新发展，新举措展现
新气象。

为进一步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安全，摸清其生态环境保护现状，面对
流域水污染防治不平衡不协调、水生
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水环
境安全风险问题凸显等形势，陇南市
编制完成了白龙江流域生态安全调查
与评估项目及嘉陵江干流区生态安全
调查与评估项目，对流域进行了生态
安全评估。

“我们在精准识别突出环境问题
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流域综合治理和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不断提高周边居
民对水环境的满意度，力争实现人水
和谐。”陇南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科科

长王洋说。
一江清水浩 荡 东 流 ，离 不 开 上

中 下 游 的 协 作 ，更 需 要科技手段的
助力。

为了保证流入中下游的水质达
标，陇南市成县采取监控拍摄和定期
抽检的形式，对过境支流的流量及水
质 进 行 监 测 ，及 时 反 馈 给 中 下 游 地
区。“为提升水质的监测效率，陇南市
生态环境局今年将在过境支流最后
10 公里处建设一座自动化的水质监
测站，24 小时动态提供水质数据，让
流入嘉陵江的江水都能达标。”陇南市
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主任张旭斐
说，入江支流水质好不好，决定着能否
为长江水质“加分”。

自 2018 年起，陇南扎实开展全市
县级及以上地表水型和地下水型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及千吨万人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以及地下水型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水源地环
境问题整治工作。全市共排查确认各
类环境问题累计 150 个，涉及水源地
30 余个，截至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
治工作，整治率为 100%，并向社会进

行了公示。
宕昌县南河采砂产业园则是陇南

市工业园区污水治理的一个缩影。
走进产业园，机器在忙碌地运转，

工人在紧张地施工，大家都在为投产
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据了解，这个采
砂园区采用压滤系统，将砂石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泥水全部打入浓缩罐内迅
速沉淀，沉淀后的清水循环利用，分离
出的泥浆则用于制砖、园林绿化、平复
河道等用途，真正实现了“封闭式、工
厂化、生态型、高环保”的生产标准，完
全避免了污水直排，杜绝了传统砂厂
的小、散、乱现象，实现了资源的集约
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双赢的路子。

数据显示，2021 年陇南全市地表
水用水量为 1.534 亿立方米，地下水用
水量为 0.1998 亿立方米，地下水用水
量仅占总用水量的 12%。通过严格控
制地下水开采，切实保护水资源，实现
了用水“双控”目标，水生态环境不断
向好，为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中国西部“玉如意”，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景象日新

美丽的党河滋养着两岸人民 汭河上翩翩飞舞的白鹭

讨赖河夜景

水清如镜的刘家峡水库水清如镜的刘家峡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