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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双向奔赴的“共
赢协议”

“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

清。”甘肃省兰州市黄河之滨，望河亭两

侧的楹联引人注目。

沿兰州市南北滨河路漫步，只见碧

空如洗、河水汤汤、草木葳蕤、飞鸟低

翔。景色宜人的黄河风景线，吸引着络

绎不绝的市民和游客。

上游有水下游丰。守护母亲河一

泓清水向东流，是沿黄九省区的共同责

任，离不开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通力

协作。

近日，青海省与甘肃省人民政府正

式签署黄河流域（青海—甘肃段）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这是黄河流域源头

省份间首次签订跨省界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协议。

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

青海省，为黄河下游提供了近一半的优

质源头活水。然而，在流域保护中，常

面临这样的情形：上游省份用心保护水

环境，但用水者和受益方往往是下游地

区，资源配置不断向下游地区倾斜，造

成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2024 年 6 月 1 日，《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开始施行，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进入法治化新阶段。该机制旨在通过

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协商谈判，平衡生态

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

关系，以签订“共赢协议”的方式，推动

形成流域治理协同效应。

此次青海与甘肃签署协议明确规

定，两省按照 1∶1 的比例共同筹资设立

黄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以

黄河大河家国控断面和湟水河边墙村

国控断面作为监测考核断面，按年均水

质类别计算补偿资金，推动两省在黄河

干流和一级支流湟水河形成流域共治、

协同保护的良好局面。

早在 2021 年，山东、河南两省便签

署了黄河流域首个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协议。该协议以黄河干流跨省界断面

水质年均值和 3 项关键污染物年均浓

度 值 为 考 核 指 标 ，兑 现 补 偿 资 金 。 协

议 签 署 以 来 ，黄 河 入 鲁 水 质 始 终 保 持

在Ⅱ类 以 上 。 山 东 省 作 为 受 益 方 ，向

河南兑现生态补偿资金 1.26 亿元。中

央 财 政 也 专 门 安 排 资 金 予 以 奖 励 ，两

省实现共赢。

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开到黄河岸

边的生态法庭……不断完善的立法司

法实践，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青海省西宁市各个湿地公园，绿

树成荫，河水潺潺。这些湿地公园不仅

为凤头雁、白鹭等野生动物提供繁育栖

息的乐园，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绿水青山背后，在河湖岸边的各个

角落，离不开一群人用心呵护。青海全

省 5750 名河湖长、16559 名河湖管护员，

以不间断的巡查，守护水清岸绿的河湖

环境。

“去年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我们

能 真 正 拿 起 法 律 武 器 保 护 黄 河 生 态

了。”生态管护员昂保说。

从“ 水 质 对 比 ”到“ 双 向 奔 赴 ”，从

“一水共护”到“全域共富”，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的法律“保障网”越织越密，法治

之力守护着大河安澜。

让每一滴黄河水变
成“金豆子”

地 为 纸 、稻 为 笔 ，一 幅 巨 型“ 稻 田

画”在 2000 亩稻田间铺展开。秋日，宁

夏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里，

成熟的稻谷摇曳成一片金色海洋，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这里是当地农业节水示范园。园

区负责人介绍，园区运用稻渔立体生态

循环模式，稻田退水养鱼蟹，鱼蟹粪便

作肥料，每年可节水 30%以上，在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提升稻米品质，

实现稻渔双丰收。

地处西北、干旱少雨的宁夏，发展

严 重 依 赖 黄 河 水 ，过 去 曾 面 临 一 边 长

期 缺 水 、一 边 大 水 漫 灌 的 困 局 。 作 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宁夏着力解决稻水矛盾，积极发展

节水型、高附加值的种养业，保护黄河

水资源。

黄河浩荡东行，润泽良田，浇灌出

一 个 个“ 粮 袋 子 ”：塞 上 江 南 、河 套 灌

区、中原“粮仓 ”……然而 ，事实是 ，黄

河是资源性缺水河流。一组数据凸显

了 黄 河 流 域 人 水 关 系 的 紧 张 ：水 资 源

总 量 仅 是 长 江 的 7% ，却 承 担 了 全 国

12%人口、17%耕地以及 50 多个大中城

市 的 供 水 任 务 ，其 中 农 业 用 水 占 用 水

总量六成以上。

加强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应

拧紧农业用水的“龙头”，让每一滴黄河

水变成“金豆子”。这是一场深度节水

控水攻坚战：推行节水灌溉、发展旱作

农业、开展畜牧渔业节水、强化再生水

利用、促进雨水利用……近年来，沿黄

各省区坚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

约束，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

“ 有 多 少 汤 泡 多 少 馍 ”，这 个 朴 素

的道理在沿黄各省区深入人心。宁夏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布 局 高 效 设 施 农

业；内蒙古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

业 节 水 减 排 和 城 镇 节 水 降 损 ，不 断 提

升 各 领 域 水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甘 肃 大 力

推 进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发 展 高 效 旱 作

农业节水。

平整土地、连通沟渠、实施引黄灌

区续建……在河南省滑县白道口镇蔡

胡村，种粮大户白学杰家的农田“喝”上

了黄河水。白学杰说，过去浇地，地里

要拉水管，柴油机突突冒黑烟。如今，

田里有了机井房、出水口，刷卡取水，用

多少取多少，省钱省电省水。他还用上

了浇地“神器”——自走式喷灌机，机身

布满喷头，伸着长长的展臂匀速前行，

不仅喷洒均匀，用水量还少一半。

玉 米 黄 ，高 粱 红 ，秋 风 吹 拂“ 青 纱

帐”……临近中秋佳节，中原大地沿黄

两岸丰收在望。

“几字弯”的绿色转型

黄河北岸，山西运城。千余年前，

唐代诗人王之涣曾登上位于运城永济

市的鹳雀楼，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海流”的千古绝唱。

黄河奔腾万里，流淌、铺展、入海，

在 祖 国 版 图 上 形 成 壮 美 蜿 蜒 的“ 几 字

弯”。运城便处于“几字弯”的最后一处

拐点，被母亲河紧紧挽在臂弯，拥有独

特的自然景观。其中，宛若天然“调色

盘”的盐湖不仅是当地的一处美景，也

见证着“盐运之城”的产业变革。

运城因盐而兴，拥有厚重的食盐开

采史和无机盐开发史，但也因长期资源

依赖面临过度开采、产业陈旧、污染加

重等困境。

“退盐还湖”“还湖于民”——随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的实施，运城迎来转型机遇。2020

年起，盐湖保护范围内停止一切工业生

产，当地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推进

水系治理，修复盐湖生态。同时，高端

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一批新兴

产业成长壮大，一幅现代化产业画卷徐

徐展开。

如 今 ，盐 湖 从“ 工 矿 开 发 区 ”变 为

“生态保护区”，忙碌千年的盐湖得以休

养，重现万顷碧波。

“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

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基准线。”沿黄各省区明确发

展方向，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山西坚定不移推动资源型经济转

型，提速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陕西近 3 年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

增长 1.9 倍和 1.6 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 年 均 增 长 12% ，创 新 和 产 业 加 速 融

合；青海着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清

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旅游、有机农

畜、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

业齐头并进。

黄 河 经 九 曲 十 八 弯 自 山 东 入 海 。

驾车穿过有“万里黄河第一隧”之称的

济南黄河济泺路隧道，仅用时 5 分钟即

可从黄河南岸到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起步区。这里吊塔林立、机械轰鸣，一

个 个 项 目 正 在 紧 张 建 设 中 。 2021 年 ，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依托黄河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战 略 设 立 ，

以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高 端 装 备 与 智 能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主体，以高端服

务 业 为 支 撑 的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努 力 打

造 黄 河 流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核 心 增 长

极。黄河沿岸 ，一座“未来之城 ”正在

崛起。

河润齐鲁气象新。滨州盐碱滩地

一片片新能源光伏矩阵整齐有序排列，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工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淄博的齐鲁储能谷增“绿”聚

“能”……齐鲁大地走出一条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乐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大河汤汤，不舍昼夜。在国家战略

的引领下，沿黄两岸，正奏响新时代转

型发展的“黄河大合唱”。

上图：位于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华社记者 刘力航摄

新时代，母亲河奏响新乐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5周年回眸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单慧粉

8 月的内蒙古乌海市，秋阳炽烈。

穿城而过的黄河波光粼粼，映衬着河

面上包银高铁建设现场的忙中有序。

“从一片荒滩到如今桥塔耸立，

两年的时间我们即将在这里建起一

座铁路桥，心里满是自豪。”站在包银

高铁乌海黄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中

铁十局包银高铁项目指挥长徐鹏感

慨万千。

有着包银高铁“黄河第一跨”之称

的乌海黄河特大桥地处内蒙古与宁夏

交界处，是包银高铁内蒙古段的重点

控制性工程之一。

2022年 6月，乌海黄河特大桥开工

建设，如今主桥百米双塔已成功封顶，目

前正在进行主桥中跨钢箱梁拼装及挂索

施工。“我们预计在今年 10月实现钢箱

梁合龙，明年 3月完成调索及附属施工，

明年 5月底完成铺轨施工。”说起工程建

设进展，徐鹏的话语中充满自信。

在建设现场，各类机械设备有序

运转，大桥钢箱梁正在逐渐由两侧向

中间合龙。“施工过程中，我们为大桥

建设量身定制具有钢筋辅助定位、泵

管集成自动布料、全封闭智能养护等

功能的液压自动爬升系统。它就像一

个空中的‘移动工厂’，成为大桥主塔

的竖向‘流水’生产线，大幅提升桥塔

建造品质。”中铁十局包银高铁乌海黄

河特大桥项目部工程部部长张弛说。

跨黄河建桥，应避免对黄河生态

造成影响。为确保黄河生态环境安

全，建设者们在开工前便制定了详细

方案。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坚持每天 3
次检查全封闭的泥浆池储存量，防止

泥浆外溢，所有泥浆都经过四级沉淀

池系统过滤处理。”全程参与乌海黄河

特大桥钻孔桩施工的桩基施工队工班

长赵洋说。

眼下，乌海黄河特大桥的各项施

工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谈起工程进

度，徐鹏说：“我们采取多部门协商机

制、实时监控工程进展等多种措施，确

保工程稳步开展、按时完工。”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兰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包银高铁建成

通车后，包头到银川的列车最快运行

时间将由 6 小时缩短至 2 小时左右，成

为内蒙古西部、宁夏等西北地区进京

的最快通道。

“等到包银高铁全线通车的那天，

我要带着家人坐高铁再来一次乌海，

我还要跟我的儿子说，这座跨越黄河

的大桥，是爸爸参与修建的。”看着即

将合龙的大桥，徐鹏欣慰地说。

（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李志鹏）

铁路桥飞架黄河
—包银高铁乌海黄河特大桥施工见闻

河南开封，登上黑岗口黄河观景台凭栏眺望，雄浑壮丽的大河

风光一览无余。

观景台下，一块巨石名为“安澜石”，一棵泡桐名为“幸福桐”，见

证着黄河的岁岁安澜，见证着两岸的幸福生活。

黄河宁，天下平。2019年 9月 18日，习主席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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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5年来，黄河

保护治理“四梁八柱”持续搭建，生态保护修复接力推进，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进步，新时代中华民族母亲河奏响新乐章。

写 在 前 面

宁夏银川市打造高标准葡萄园，借助传感器监测酿酒葡萄的生长状态，实

现精准灌溉，高效节约黄河水。据介绍，目前银川市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基本实

现高效节水灌溉全覆盖，葡萄园智慧灌溉系统可节水约 30%。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