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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黄河在陇原大地焕发时代新活力滔滔黄河在陇原大地焕发时代新活力
———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

♦成健汪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省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黄
河 干 流 经 甘 南 、临 夏 、兰 州 、白 银 4 市

（州），各地依托自身特点，在陇原大地进
行着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一场场绿色“蝶
变”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断把
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
面向前推进。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条古老的河流

始终熠熠生辉，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
河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文明。
黄河在甘肃省境内“两进两出”，入甘南、
经临夏、穿兰州、过白银，在甘肃省流经
913公里。

黄河 1/5 以上的水量来自甘肃段，甘
肃省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是我国西
部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省黄河流域也集
中着全省 7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全省
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黄河之于
甘肃是母亲河，关系着全省的发展，而甘
肃对于整个黄河的生态环境则是至关重
要，牵一发而动全身。

甘肃省作为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首倡之地，树牢上游意
识，展示上游作为，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甘肃省始终坚持从“千秋大计看上
游”“九曲安澜看首曲”“体弱多病看源头”
的认识和站位，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方略，深入贯彻落实黄河生态保护治
理攻坚战行动，协同推进工业、生活、农业
和尾矿库污染综合治理，努力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区面积大、
类型多、程度深，全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正确处理系统保护、全面治理
和有序开发的关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环境污染协同治理，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留足生态空间。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把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
陇东陇中黄土高原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
的生态功能区守护好。坚持系统治理、协
同推进，统筹黄河上中下游、干流支流保
护和治理，聚焦“三水统筹”“三源齐控”，
推进实施一批重点污染防治工程，全面提
升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共抓
大保护、协同大治理的局面。

经过系统治理，2022 年，全省黄河流

域 41 个 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达 到
92.68%，高出黄河流域 9 省（自治区）平均
水平 5 个百分点。全省 14 条地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整治均达到“长治久清”级
别，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均
达到国家考核目标要求。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巩固改善。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百年大计、千秋伟业，也是甘肃省的
使命所在。守护一片故土，孕育一方百
姓，千百年来哺育着陇原儿女的黄河如今
将焕发新的活力，甘肃也将大有作为，奏
响黄河上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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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特色生态发展之路

““五无五无””甘南甘南 花儿临夏花儿临夏

“天下黄河十八弯，甘南独占第一弯。”黄河
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流入甘肃的第
一站，便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
河流蜿蜒的阿万仓湿地、万鸟翔集的尕海、风格
迥异的美仁大草原，黄河在这片高原上创造了无
数美景，蓝天白云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甘南州拥有大面积的草原、森林和湿地，以
占 黄 河 全 流 域 4%的 面 积 补 给 了 黄 河 总 径 流 量
11.4%的水量，成为黄河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和黄
河、长江上游的河源区，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生态地位特殊，生态优势明显，生态责
任也十分重大。

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的甘南州也承担了
更多社会责任。位于卓尼县的九甸峡水利枢纽
工程是引洮供水工程的重要一环，工程辐射甘肃
省中部最缺水的 5 个地级市 13 个县（区），惠及
600 多万群众，可基本解决项目区城乡生活、工业
发展、生态建设和高效农业用水，以水资源的可
持续开发利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渠清水流入了千家万户，良好的生态环境
带来了民生福祉，也是地方发展的基本保障。生
态始终是甘南州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2016 年，甘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围绕绿色崛
起，确定了打造“五大生态”和构筑“十大环境”的奋斗目标，把

“着力打造绚丽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构建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
作为重点内容强化落实，并开启了创建“全域无垃圾示范州”“抢
占绿色崛起制高点、打造环境革命升级版”的发展路径。

2021 年 1 月，在实现“全域无垃圾”的基础上，甘南州启动
“全域无垃圾、全域无化肥、全域无塑料、全域无污染、全域无公
害”的“五无”甘南创建，确立了“一年打响，释放甘南‘力’；两年
打通，凝聚甘南‘情’；三年打透，叫响甘南‘绿’；四年打成，塑造
甘南‘美’；五年打红，释放甘南‘好’”的目标。

从环境革命到“五无”甘南，从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到文化
旅游“一十百千万”工程，甘南州创造性地打造了“全域无垃圾”
示范州，影响力、美誉度空前提升，各族群众自信心、自豪感极大
增强。

走进加拉尕玛村，处处是整洁的街道和明亮的屋舍，村镇绿
化工作正在推进。坚木克尔街道党工委书记索南草介绍道：“加
拉尕玛村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以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
为抓手，村庄基础设施条件和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2016 年—2019 年，一批生态文明小康村在甘南州建设起
来，依托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当地的经济结构变
得多元化，不仅仅是人居环境得以改善，老百姓的钱袋子也实实
在在地鼓起来了。

坐落于碌曲草原腹地的尕秀村也经历了一场转型。2004
年实施的游牧民定居工程，让尕秀村雏形就此形成。2017 年，
甘南州委、州政府经多方面考虑，部署碌曲县和尕海镇打造尕秀
村，在全面整治脏乱差的同时，让尕秀村农牧民群众从单一发展
传统畜牧业向多产业共同发展转型，使原始生态资源在充分得
到保护的前提下发挥出经济效益，达到既让牧业增效，又让其他
产业充分发展、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渠道的目的。

尕海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阳介绍：“2018 年尕
秀村实现整村脱贫，2019 年成功申报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20
年被确定为‘全州文化旅游标杆村’，2022 年入选‘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和改革开放 40年来全国 49个‘美丽乡村’之一。”

如今，尕秀村在突出藏族特色、注重保持原生态乡村风貌的
基础上，引入星级酒店标准，提升居住舒适度。同时，推出中央厨房
配餐、沉浸式体验和民俗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良好的旅游体验。在这
些产业的不断推动下，尕秀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逐年稳步
提升，从 2016 年的 0.67万元提升至 2022 年的 1.75万元。

“绿水青山”真正转化成了“金山银山”，生态富民的故事在
甘南州的土地不断上演。

“ 黄 河 水 急
湍 声 壮 ，积 石 关
深树影寒。”临夏回
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
夏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
高原过渡带，西南部位于甘南黄河上
游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东北部位于
陇中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承担
着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的重任。

临 夏 州 大 规 模 推 进 国 土 绿 化 行
动，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
防护林建设、湿地保护等生态工程，完成

植树造林 185 万亩，
新建绿色通道 3500

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00 余平方公里；

淘 汰 各 类 燃 煤 锅 炉 1336 台
1798.45 蒸 吨 ，47 台 20 蒸 吨 及 以 上 燃
煤锅炉完成提标改造，累计完成 11.72
万户土炕、土灶和小煤炉清洁能源改
造，2137 家餐饮单位安装了油烟净化
设施，淘汰注销老旧机动车 55256 辆；

整治“散乱污”企业 34 家，淘汰砖
瓦轮窑企业 155 家；4 个工业园区的污

水处理设施已建成投运，8 个县（市）
城 区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厂 均 稳 定 达 标 运
行。

如今，从积石峡到黄河三峡，从水
利、生态修复到污染防治、产业发展，
一系列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在临夏州
落地生根，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保护
呈现出严字当头、细处着手、实中见
效的良好态势。

临夏州按照“一线三库三大流域”
（太子山沿线，刘家峡、盐锅峡、八盘
峡库区，洮河、大夏河、湟水河流域）
生态保护治理布局，全力推动各项任
务落实。

同 时 ，临 夏 州 严 格 落 实“ 党 政 同
责、一岗双责”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体系，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生
态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协 调 推 进 领 导 小

组、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等工作机构，先后
制定出台了《临夏州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临夏州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责任规定》《临夏州污染防治攻
坚方案》《临夏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临夏州把发展生态产业作为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 支 撑 ，积 极 构 建 绿 色 生 态 产 业 体
系，统筹发展文化旅游、循环农业、商
贸物流、中医中药、健康养生、数据信
息等产业，坚决遏制“两高”（高能耗、
高污染）项目，持续推动企业节能减
排降耗，支持重点行业和领域绿色化
循环化改造，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特色生态产业
发展之路。

城河相融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精致兰州精致兰州

“ 一 片 孤 城
枕 石 关 ，河 流 飞
入 断 云 间 。”兰 州
市 ，黄 河 唯 一 穿 城 而 过
的省会城市。

“近年来，黄河兰州段水环境质量
连年改善，各国控、省控断面水质稳定
保持Ⅱ类水质，黄河兰州段各国考、省
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兰州市
生态环境局水科科长马晓英介绍道。

黄河的水质关系到兰州市的长远
发展，也影响着下游省份的高质量发
展，保障“一河清水送下游”成为兰州
市的重要职责。通过定期调度、督办
通报、挂账销号等措施，兰州市狠抓工
业、城镇生活、农业面源等重点领域水
污染防治，圆满完成了各项水污染防

治工作任务。
为保障流域水

安全，兰州市强化日常
联合巡查监管，印发《关于加

强全市水生态环境问题巡查督办的通
知》《关于印发全市水生态环境巡查督
办工作制度的通知》和污水处理厂联
动工作机制等相关文件，建立了部门
联动解决水生态环境问题和日巡查工
作机制。

2019 年以来，按照生态环境部统
一安排部署，兰州市以人工徒步方式
全面查清黄河兰州段干流和主要支流
入河排污口底数，圆满完成试点城市
任务。2021 年起，对照兰州市各类入
河排污口清单，委托第三方编制《全市
入河排污口“一口一策”整治方案》，并

逐年制定印发年度入河排污口整治方
案，共完成入河排污口整治任务 2778
个。

此 外 ，兰 州 市 不 断 创 新 体 制 机
制。签订生态环境领域“强省会”合作
框架协议，与白银市、临夏州签订了横
向生态补偿协议，与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推动污染防治各项工作
落实。同时，紧抓兰西城市群交流合
作机遇，强化跨市界流域水污染联防
联控，与海东、西宁、武威、白银、临夏
州等上下游城市签订联防联控协议，
与白银市、临夏州签订了两轮流域上
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形成了流域
联防联治合力。

行到黄河两岸，游人如织。市民
宋宗成说道：“现在的环境好多了，黄河
水也比以前蓝得多、清得多了。”随着黄河
水质的改善，兰州市民的幸福感不断提
升。

近年来，兰州市抢抓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机遇，立
足打造“都会城市、精致兰州”，坚决扛
起保持黄河水体健康的政治责任，全
面落实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治
三大任务，全方位改造提升城市景观
风貌，着力扮美扮靓黄河之滨，使城市
形象品质有了显著提升。

生态环境好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了绿色保障，成色更足。今年 1 月
10 日，《中国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
报告》首次发布。《报告》显示，近年来，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总指数持续
上升，城市发展整体呈现向好态势。
兰州市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
增幅高于 37 个黄河流域城市平均水
平。

下一步，兰州市将持续做好黄河
文章，建设山青、水净、岸绿、景美的黄
河生态廊道，打造黄河安澜行洪、黄河
母爱共享、黄河生态造福的“黄河福
道”，不断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
市新名片，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绘就人水和谐新画卷

多彩白银多彩白银

“天然大浪与
云 齐 ，扼 险 崔 巍
关以西。”白银市地
处黄河上游、陇中腹地，
依 黄 河 系 祁 连 ，控 秦 陇 而 锁
金城。从黄河大峡起航，沿着 258 公
里 的 滔 滔 黄 河 一 路 行 进 ，黄 河 风 情
游、红色教育游、工业文明游、生态休
闲 游 …… 人 们 在 白 银 市 的 多 样 风 光
中流连忘返。

立足黄河赋予的丰富资源，白银
市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加快推
进 黄 河 上 游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创 新

试验区建设，着力
打 造 永 久 安 澜 的

黄河生态带、绚丽多彩
的黄河风情带、蓬勃发展的黄

河经济带。
白 银 市 积 极 实 施 多 元 化 的 生 态

补偿机制，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制，
推动形成“12345”治黄方略。白银段
防洪治理、祖厉河综合治理、小流域
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把牢了泥
沙进入黄河的“闸门”。7327 平方公
里的水土流失治理、100 公里的护岸
工程、数十公里的堤防工程与安防工

程，真正从源头上保障了黄河的永久
安澜。

白 银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四 级
调研员雷宏科说：“白银市是黄河上
游干流城市，我们要在现有工作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坚定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扎实推进白银
市‘陇中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黄河
上游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区、黄河上游
高质量发展创新示范区、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重要承载区’四大功能定
位的布局建设。”

近 年 来 ，白 银 市 在 产 业 发 展 、生
态保护、高效节水、现代农业等方面
先行突破，带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均取得显著成效。

同时，白银市注重以城市群带动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立足战略定位和

角色分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质量发展，打造宜居宜业之城，全
面 提 升 区 域 竞 争 力 和 引 领 力 。 把 高
品 质 的 城 市 建 设 作 为 融 入 兰 白 经 济
圈的基础支撑，以黄河沿岸和高铁沿
线为重点区域，按照“南扩北绿、三路
两片、一带一廊”的思路，不断拉大城
市 框 架 ，形 成 50 万 人 的 城 市 承 载 能
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大道路提
质、管网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等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畅通城市微循
环体系，把白银市打造成高品质生活
空间和低成本投资热土。

黄河万里奔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实 施
以 来 ，白 银 市 全 力 推 动 新 旧 动 能 转
换，正逐步绘就一幅人水和谐、保护
发展同频共振的幸福河画卷。

❶《黄河九曲第一湾》 赵世鹏摄

❷尕秀村新貌 桑德加摄

❸黄河永靖段 丁勇摄

❹《黄河之滨也很美》 王喜娜摄

❺黄河靖远段 陈瑛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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