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同一流域内，上游的用水及水环境会影响下游的用水及水环境;同样，支流会影响干

流，河流会影响湖泊、水库、河口等。因此，流域内需协作开发水资源、保护水环

境。

黄河流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全流域、全过程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明确流域

内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建立协作互利机制，协调河流治理、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

水量统一调度与节约集约利用：黄河流域水资源地区价配、季节分配不均，为了保证

全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实行水量统一调度。

黄河水资源量有限，生态建设、经济发展、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

供给的资源。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

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

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水沙调控与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

所在。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关键。调控黄河水沙关

系，需要在上游地区修建水库，进行水量调节，保障供水安全和防洪安全。由于黄河

泥沙主要来自中游河段，因此一方面需要做好上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以减少入黄泥沙;

另一方面需要在中游地区修建大型水库，拦蓄洪水，调节水沙，提高水流的挟沙能

力，下游河道尽量排洪排沙入海。同时，在下游两岸选择适当地点开辟蓄滞洪区，处

理河道不能排泄的洪水。

目前，黄河干流己建成龙羊峡、刘家峡、三门峡和小浪底4座水沙控制性骨干工程，基

本形成了以干支流骨干水库、河防工程、蓄滞洪区工程为主体的中下游防洪体系。黄

河含沙量近20年累计下降超过8成，通过引调水工程为华北地区提供了水源，有力支

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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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上

游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

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工

作，通过植树造林与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减少水土流失面积及人黄泥沙量，有

效缓解下游泥沙淤积状况;有的地方则要以自然恢复为主，减少人为干扰，逐步改善局

部小气候。对汾河等污染严重的支流，则要下大气力推进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是

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

生物多样性。

内部协作全面规划管理：为了加强黄河流域内部协作，我国在1949年组建了黄河水利

委员会，对流域内部的工程建设、水沙调控、生态治理等起到了积极的组织作用，并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成立了专门负责黄河流域内水电站规划、建设和管理的

组织，以实现流域内部水电资源的有序开发。

黄河流域各省区积极建立流域生态保护管理和制度体系，建立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和水

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合力治污的工作联动机制;加强对全流域污染源的监管，加大重点

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建立和完善重大水污染事件的

预警、快速反应和沟通协作机制，努力改善水源地水质。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郑州、西安、济南等中

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群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

步巩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著

改善。

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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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2025/1/21 21:1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 小鱼地理

https://xiaoyu-edu.com/?print-my-blog=1&post-type=post&statuses%5B0%5D=publish&rendering_wait=0&columns=1&font_size=normal&image_…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