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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 展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的 开 局 之 年 。 3 月 1 日 ，

《2020 年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 展 工 作 要 点》印 发 ，提 出 要 抓 实 抓 细 抓 落

地，把握沿黄地区生态特点和资源禀赋，从过

去的立足“要”向立足“干”转变、向先行先试

转变，引领沿黄生态文明建设，在全流域率先

树立河南标杆。

事实上，早在 2 月份，黄河沿岸各地在做好

疫情防护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今年大规模的植

树造林活动。焦作市同时在 12 个工地开工，要

完成营造林面积 5.4万亩。

在焦作市下属的孟州市，沿着黄河大堤一路

向西，终点有一个写着“黄河左堤 0”的公里碑。

就是从这里开始，黄河冲出高山峡谷进入广袤平

原，形成孟州以东直至郑州、开封、兰考罕见的“地

上悬河”；也是从这里开始，千里长堤一直修到黄

河入海口，构筑了抵挡滚滚黄河水的牢固防线。

这就是河南这次《要点》规划要率先建成的

岸绿景美的生态长廊。要实施沿黄生态廊道试

点示范、规划建设沿黄湿地公园群、推进重要支

流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强黄河防洪安全防范治

理、开展深度节水控水行动、构建黄河历史文化

主地标体系、推进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融合发

展、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等八大标志性项

目，其中首要实施郑州段、开封段、三门峡段、新

乡平原示范区段生态廊道示范工程，率先建成岸

绿景美的生态长廊。

“生态廊道不仅是一条骑行道、慢行道，更是

防护安全带、生态保护带、滨水景观带、旅游休闲

带。”洛阳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张洪恩表示，通过建

设生态廊道，当地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生态环境。

眼下，治理工程持续推进。在洛河洛阳市区

西段生态治理工程工地上，科技日报记者看到除

了栽种的绿植，岸边还有大片杂草。

“我们就是要让这些杂草自然生长，保持原

生态。”张洪恩说，这是在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

变。现在绿化，也不再忽视杂草和土生树木，能

利用的就利用上。这些年水利工程建设的思路

也变了，要让河流自然流淌，河岸自然呼吸，河滩

自然消落，从而维持河流的健康生态。

洛宁段洛河生态治理三期项目也在近期开

工，建成后将形成集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湿地公

园于一体的生态长廊。洛河宜阳西段景观绿化

已完成，共栽植悬铃木、大叶女贞、雪松、银杏、垂

柳、红枫等各类乔木 10 万多株，形成了全长 36.5

公里生态廊道。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些廊道无缝

对接后，漫步洛河两岸百公里绿廊，可以感受春

花、夏荫、秋彩、冬鸟，这些都将成为亮丽的生态

名片。

黄河左堤0公里碑延伸千里绿带

科技日报记者在焦作市采访时，该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救护站站长李济武告诉记者一个这样

的故事——为了不打扰鹭鸟筑巢繁殖，市里定下

的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推迟了 2个月。

焦作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规划全长 35 公

里，总投资超百亿元。2018 年 5 月，正当工程推

进如火如荼之时，陆续飞来上百只白鹭、夜鹭、池

鹭，在建设区内繁殖、育雏。

要保护还是要治理工程进度？焦作人没

有丝毫犹豫，果断选择暂停工程，待鹭鸟繁殖

期结束再复工。“这一停，就是 2 个多月。”李济

武说。

为了不打扰鹭鸟筑巢繁殖,工程推迟2个月

在世人印象中，黄河水就是黄的。

但是，在黄河孟津段，科技日报记者却看到

了另一番景象，河面浩瀚，两岸植被茂盛，不时

有鹭鸟飞过。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这段黄河竟

是清澈的，浊浪滚滚的泥水河变成了碧波荡漾

的清水河。

“自从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使用后，大坝上

下游几十公里河段，大多数时间都是清的。”豫西

黄河河务局工作人员贺振华解释，这是小浪底水

库、西霞院水库蓄水，加上以砂卵石为主的河滩

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每年调水调沙时期，这段

黄河一直都是“清河”。

更为神奇的是，孟津段黄河还不时呈现出蓝

色，恰似湛蓝的大海，当地人自豪地称之为“万里

黄河孟津蓝”。

沼泽连片水禽飞，河洛之畔“明珠”多。从忽

视到重视，一片片湿地，因其生态效应，日益被视

为“生态明珠”。在黄河洛阳段，沿河分布着两大

片湿地：孟津黄河湿地、吉利黄河湿地。这些地

方曾经遭受人为侵占，开鱼塘、搞养殖、采砂石、

私搭乱建等活动猖獗。近年来，当地政府进行了

大规模清理，恢复湿地生态，建设了白鹤洲科普

教育基地。去年 5月，北京林业大学把该校在黄

河干流上的首个湿地生态科研基地落户于此。

黄河流域一向以生态脆弱著称，位于太行、

王屋二山的济源市尤甚。“以前，这儿都是坡耕

地，跑水、跑肥、跑土，一下大雨，都成了黄泥水，

最后都流到黄河里去了。”面对布满梯田的山坡，

济源下冶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保宪回忆着

过去的情景。

这片山坡属于下冶镇坡池村，它的面貌因为

坡改梯工程而改变。济源大力推进坡改梯，即坡

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政府动员农

民在荒山坡、青石板上凿石围堰、运土回填，将坡

地改为梯田，坡池村的 2000亩荒地从此变了样。

经过多年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济源25度以

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90%的坡耕地得到治

理。林业部门经过反复试验，创造了垒砌鱼鳞坑、

回填客土、施加保水剂、栽植优质壮苗、上下覆盖薄

膜的“五步造林法”，将造林成活率从 20%提高到

90%以上。他们的造林技术成为河南省地方标准。

目前，济源的森林覆盖率达 45.06%，居河南

省第二位。近 70万亩人工林每年可增加涵养水

源 5000万立方米，减少水土流失 80万立方米，有

力地保护了小浪底水库的生态安全，黄河主河道

济源段的水质常年定性评价均为“优”。

涵养水源，每年减少水土流失80万立方米

本报记者 乔 地 如今，在大沙河引黄入焦干渠入口广阔的水

面上，成群的鹭鸟尽情嬉戏，人、水、鸟演绎了一

曲动人的生态赞歌。李济武感叹：“这两年，在大

沙河附近救护的鹭鸟幼鸟越来越多。”

生态治理还造就了北国的“鱼米之乡”和“北

国水城”。渠首位于嘉应观不远处的人民胜利

渠，在黄河中下游最早开启水资源利用的序幕。

得益于黄河水，武陟被称为“鱼米之乡”，“武陟大

米”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与武陟县相

邻的温县，把黄河水引入城市，21.7 公里环城水

系组成“护城河”，水城相融，以水润城。

众所周知，大天鹅的繁育，对自然环境要求

极为严格。一般主要繁殖地在蒙古国西北部，国

内主要在新疆天山海拔较高地区。这些地方一

般地广人稀，自然生态环境好。

但人们发现，这些对繁殖环境要求苛刻的天

鹅，这些年已经在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繁殖了两例。

第一例是 2015年 5月，一对被救治的大天鹅

繁殖了 6只天鹅宝宝，创造了黄河流域首例野生

大天鹅成功自然繁殖的奇迹。

第二例是 2019年 5月 15日，繁殖了 5只小宝

宝。母天鹅是 2017年冬天来到三门峡的。接连

两个春天，它都没有随大部队迁徙，而是一直留在

了三门峡的黄河滩上。专家介绍，天鹅是“恒温动

物”，有特定的生理机制来维持体温的恒定，只要

适应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就可以在这里快乐生活。

据悉，2017年，三门峡市通过了白天鹅及其栖

息地保护条例，这是河南首部保护白天鹅的地方法

规，还将每年11月22日定为白天鹅保护宣传日。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海滨）3 月 2 日，山西省委第十九次专题

会议强调，加强汾河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抓好汾河流域

生态修复治理，特别是要把水质好起来作为硬指标、硬任务，确保

6 月底前汾河流域所有断面水质全部退出劣 V 类，打造从源头到

入黄口、城区与农村有机衔接、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水

利长廊、生态长廊、文旅长廊。

“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过程，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的

重大工程。两山，即太行山、吕梁山；七河，即汾河、桑干河、滹沱

河、漳河、沁河、涑水河、大清河七大河流；一流域，即黄河流域。

2020 年，山西将完成好“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任务，巩固提

升 50 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条件，大水网工程 6 月底实现主体工

程“收官”。

围绕“水量丰起来”，山西以汾河为重点，将向汾河调引黄河水

6 亿立方米，加快推进汾河水库库尾险工段除险加固工程。围绕

“风光美起来”，完成汾河中游示范区 13.5公里先行示范段等工程，

积极开展汾河干流河道和两岸生态功能保护区内土地调整、征地

拆迁，统筹推进汾河流域重要支流治理。同时，抓紧推进其他六河

已安排投资项目，再启动一批生态修复项目，今年向永定河补水不

少于 1.5亿立方米。

针对农村饮水安全问题，2020 年，山西省水利厅将巩固提

升 50 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条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集中供

水率达到 96%，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2.4%，供水保证率达到 95%，

水质达标率达到 95%，扎实做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促进移民

持续增收。

2020 年，山西将聚焦重点水利工程补短板。大水网工程 6 月

底实现主体工程“收官”，中部引黄工程实现总干线全线贯通，具备

向总干线市县供水条件；东山供水工程年底前完成隧洞、输水管线

等全部尾工，力争年内实现供水 2550 万立方米；小浪底引黄工程

隧洞工程全线贯通；辛安泉供水年内实现供水 1500 万立方米，淜

头水电站发电 150万千瓦时。

山西：

打响“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战

科技日报讯（陈曦）3月 3日上午，2万斤鲫鱼、鲤鱼、鲢鱼被投

放到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级

巡视员高明兴介绍：“近年来，天津市大力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

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年提高。在第七个世

界野生动植物日来临之际，通过适量补充北大港湿地的鱼类资源，

保障迁徙候鸟食物来源。”

2020 年春季以来，陆续有候鸟北迁至我市北大港等湿地自然

保护区。截至 3月 3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共观测到鸟类 10.2

万只，其中东方白鹳 920 只，疣鼻天鹅 6 只，大天鹅 270 只，小天鹅

1500 只，白琵鹭 80 只，灰鹤 110 只，凤头 65 只，白鹭 800 只，苍鹭

280只，豆雁 6800只，灰雁 5700只，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鸭类、鸥类

等候鸟。预计到三月中下旬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期。

“目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要关头，也是候鸟迁徙季节。”

高明兴强调，各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天津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和国家林草局等部

委要求，切实加强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强化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人与自然、人

与野生动物生命共同体。

天津：

投放2万斤鱼苗为迁徙候鸟“接风”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李明哲）3月 3日，科技日报

记者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该省生态环境系统近期聚焦医

废处置、水质安全、应急监测、防疫项目审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撑保障。

目前，黑龙江省医疗废物全部无害化处置，生态环境质量未受

疫情影响，55个豁免环评审批的防疫项目已有 44个投产。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方面，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成立疫情

医疗废物管理工作专班，确保医疗废物“应收尽收、应处尽处”。

组织各地对涉及医疗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的单位及新冠

肺炎收治医疗机构进行重点排查。综合筛选出 14 个以生活垃圾

焚烧和火力发电为主要处置方式的企业，作为医疗废物备选应

急处置企业。

目前，黑龙江省 19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全部正常运行，1

月 24 日至 3 月 2 日，黑龙江全省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2038.13 吨，其

中疫情医疗废物 360.27吨，医疗废物处置率 100%。

在医疗污水处理监管方面，黑龙江省开展全省定点医疗机

构及相关城镇污水处理厂情况调查和监督执法。要求没有固

定处理设施的医院，建设临时污水处理设施或收集消毒后运送

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并对 149 个县级以上水源地进行现场

监督检查。

截至 3月 1日，黑龙江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共检查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 2191家（次）、饮用水水源地 1195处（次）。全省 130家定点

医院、102 个城镇污水处理厂、198 个隔离点、4 家重症救治中心产

生的污水均采取了消毒处理。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全力做好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保障，总体

来看，黑龙江全省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稳

定，生态环境质量未受疫情影响。

黑龙江：

医疗废物无害处置交出“环保答卷”

数以万计的藏羚羊驰骋横跨五道梁，“美丽少

女”可可西里已经十年没有过枪声了……

保护中发展、实践中探索。3 月 1 日，《三江源

国家公园公报（2019）》正式发布，《公报》为 2020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建园打下坚实的“收官”保

障。官方发布的一组组亮眼数据和斐然成效，为

人们展现出一个多维立体、美丽富饶的三江源国

家公园。

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打造生态治理发展典范

2005 年以来，经过十多年开展生态保护和建

设工程，三江源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缓

解，水资源量增加近 80 亿立方米，草地产草量整

体提高了 30%。但生态环境整体退化的趋势未

得到根本遏制，社会保护参与度不高、牧民增收

渠道狭窄，政府各部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等问

题仍然存在。

为打破“九龙治水”，对三江源行使有效保护和

行政管辖，2016 年 4 月，我国正式启动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青海成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国家公园

全新体制的试点省份。没有经验可探索，没有样本

可复制，这一被称为“天字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誓在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努力打造成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

保护典范，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净土”。

2018年 1月 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三江源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 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

国家公园。迄今为止，我国共批复建设 10 个国家

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园区总面积 12.31万平

方公里，在我国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

而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要任务，就

是突出并有效保护修复生态，着力提高生态产品

的供给能力。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介绍，

2019 年，青海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

程项目五大类 15 项，其中黑土滩综合治理 21 万

亩、湿地保护 50 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控 940 万

亩、沙漠化土地防治 2.7 万亩草方格设置和 2 万亩

的牧草补播。退牧还草工程黑土滩综合治理 30万

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控 400万亩、人工种草 4万亩、

退化草原改良 30万亩。同时，落实生态保护补助、

林业发展改革、农业发展和农业资源补助等各类

生态保护和发展补助资金 4.89 亿元，有力推动了

生态修复成效明显好转。

据国家发改委生态成效阶段性综合评估报告

显示：三江源主要保护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和恢复，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得以巩

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上，草地覆盖率、产

草量分别比十年前提高了 11%、30%以上，生态状

况呈现出总体稳定的局面，进入了局部好转与局

部退化并存的新阶段。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与中科

院地理所完成的二期工程阶段性综合评估也显

示：三江源宏观生态格局总体继续好转。

开拓生态富民发展之路

三江源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也是牧民赖以

生存的家园。辖区内居住着近 55 万人,其中藏族

人口占 90%以上，他们依水而居、游牧生存。守护

绿水青山,更要“金山银山”。如何一边抓保护、一

边谋发展,从而开拓出一条“生态富民”的发展之

路？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改革的另一个任

务，就是通过合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打造一批可

吸纳就业的旅游、有机农牧等绿色产业，让群众共

享生态保护红利。近年来，青海省多方探索生态

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将生态保护与精准脱

贫相结合，多措并举实施生态保护设施建设、发展

生态畜牧业，使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三江源地区农牧民综合素质，提高

农牧民收入，园区开设了“三江源生态班”，招收三

江源地区 42名农牧民子弟开展为期三年的中职学

历教育；园区内外 9040 人次掌握了民族手工艺品

加工、民间艺术技能、农业技术、机械驾驶、汽车和

摩托车维修、烹饪、农家乐、泥塑等一技之长。

特许经营试点，同样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的一张“靓丽名片”。孙立军说，2019 年，根据《三

江源国家公园产业化经营项目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试行）》，澜沧江源园区昂赛大峡谷开展了生态体

验项目特许经营试点，接待国内外生态体验团队

98 个，体验访客 302 人次，经营收入 101 万元。同

时，黄河源园区生态体验特许经营项目前期工作

随之启动，《黄河源园区特许经营实施方案》《三江

源国家公园兔狲、藏狐毛绒玩偶特许商品经营方

案》编制审查完成。地处三江源的玛多县擦泽村、

杂多县年都村、治多县马赛村、曲麻莱县红旗村及

索南达杰保护站“4+1”生态保护示范村站项目建

设，试点村站乡村振兴进程统筹推进，走出了一条

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新型社区建设路子。

四年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进入收官年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改革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张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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