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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汇百川、纳

千流，黄河在神州大地奔腾 5400 余公里，哺育了千

千万万的华夏儿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踏遍黄河上中下游 9 省区，目光

所及、驻足所思，尽是对母亲河未来的深谋远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激荡起更为雄

浑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

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河博物馆“千

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近平总书记

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 万平方

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厉鞭抽向大地，给百姓带

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是一

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徙”“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间，

下游共决溢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

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思接千载，

总书记深刻思考着治黄与治国的关系。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黄河安澜。新中国

成立后，历史将治黄重任交到中国共产党人手中。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现 70 多年伏秋大

汛不决口，24 年不断流，先后抵御 12 次大洪水，创

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

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

的惨痛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习近平总书记沿黄河

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凭栏远眺，眼前天高水阔，林密鸟翔。总书记

心中，谋划着黄河安澜的宏伟蓝图。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深知治水之重、之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

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

兴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

丰，必须善于治水。”

黄河，无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问题还是

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第

二日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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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一番话，道尽黄河

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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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隐患还像

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带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黄河一

线考察汛情。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2021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彼时，黄河秋汛洪水已经退回主河槽，但从主河槽

到码头绿化带 10 多米的“过界”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刚一下车，总书记便问询前段时间水位最高时的水边线

在哪里。

“这就是 10 月 8 日漫滩时的水边线。”在码头上，黄河河

口管理局负责人手持展板，向总书记一一汇报。

码头风高浪急，总书记伸手帮助扶着晃动的

展板，仔细察看，不时插话提问。

当听到黄河秋汛虽然“有惊有险”，但没有出

现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总书记点头肯定。

“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说。

两天后的座谈会上，总书记再向负责治黄的

同志们谈及大河之治的初心使命：把黄河的事情

办好，“这也是毛主席当年的夙愿”，“如今我们接

着做起来了”。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坚持

问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作。”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黄河下游有着广阔的“滩区”。主河槽与防汛

大堤之间的滩区，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重要

区域，也是滩区人民生活生产之所。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黄河滩区迁建问

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山东东营垦利区杨庙社区，总书记见到了他一

直牵挂着的黄河滩区群众。

“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

曾是滩区群众住房难的真实写照。如今在杨庙社

区，排排楼房与条条公路整齐交织，现代化的便民

服务设施齐全，印证昔日“穷窝窝”的翻天巨变。

黄河大坝上，听历史，看变迁；老年人餐厅里，

掀锅盖，话家常；居民家中，问变化，听民声……一

路边走边看边问，总书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看到你们安居乐业，我感到很欣慰。”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看有哪些事要

办好、哪些事必须加快步伐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

其中的一件大事。”

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也是领袖深厚的为民

情怀。

2022 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

词。他说：“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 9 省

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还是碧波荡漾的

青海湖、逶迤磅礴的雅鲁藏布江；无论是南水北调

的世纪工程，还是塞罕坝林场的‘绿色地图’；无论

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还是藏羚羊繁衍迁徙……

这些都昭示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温暖的话语充满力量，振奋人心。

大河之美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

“我曾经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今天我要说，黄河一直以来也是体弱多病，水患频

繁。”对母亲河的“健康”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牵肠

挂肚。

黄河之病，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制约，也有后天失养的人

为因素——

全国主要流域中，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域土地面

积比例最大；上中下游生态易退化，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

慢；部分地区污染排放强度较高。

生态问题，考验历史眼光。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

度，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调

子——“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整体把脉、系统开方。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总书记

要求把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上游以提高

水源涵养能力为主；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

游要注重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性。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青海考察。从北京出发，

飞机一路向西，经华北平原，越太行山脉，过黄土高原，抵达青

藏高原。

舷窗外，黄河之水一路奔涌，两岸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告诉

人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面临的难度绝非寻常。（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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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威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金奉乾）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武威市以“四下基层”为重要抓手，组

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听民声、

到基层解难题，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武威市各级党组织结合基层实际

情况，创新理论宣讲方法，推动理论武

装在基层既“入耳”又“入心”。古浪县

结合“昌松有理 3410”宣讲活动，组织

党员干部围绕各类惠农政策，利用进

村入户、群众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等，

面对面、有针对性地解答群众在政策

方面的疑难问题。武威市妇联深化

“百千万巾帼大宣讲”活动，利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大力宣传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激发广大妇女

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聚 焦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和 重 点

工作中的卡点堵点问题，武威市党员

干部现场开展调查研究，在调研实践

中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全市累计召

开调研座谈会 515 场（次），随机走访

2732 人，收集意见建议 605 条，梳理

突 出 问 题 264 个 。 武 威 市 医 保 局 紧

密结合医保床旁结算、城乡居民医保

政策调整等 6 个调研课题，在全市定

点医疗机构全面推广“床旁一站式”

结算服务模式，切实解决了医疗保障

领域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武威市各级党组织把群众信访和

诉求作为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将信

访接待关口前移，坚持做到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事事有回应”、群众提出

的合理诉求“事事有落实”，全市县级

以上干部累计接访 232 次、解决问题

94 个。凉州区县级干部通过带案下

访、坐班接访、现场走访、召开协调会

等方式，公开接访下访 34 批次 103 人

次，已成功化解 23 批次 69 人次，化解

信访包案事项 12 件。

武威：以“四下基层”为抓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兰州 11 月 26 日讯（新甘肃·

甘肃日报记者张富贵）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今 天 上 午 在 兰 州 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

升主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嘉木样·洛桑

久美·图丹却吉尼玛、马廷礼、胡焯、李

沛兴、俞成辉，秘书长李德新及委员共

57 人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

于《甘 肃 省 公 路 条 例（草 案 二 次 审 议

稿）》《甘 肃 省 全 民 健 身 条 例（修 订 草

案）》《甘肃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草

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

府关于《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

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反家庭暴力条

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州人

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相关法规和

决定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关于 2022 年

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 2022 年度省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乡村产业

振兴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进步法》《甘肃省科学技术进

步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甘肃省安全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张锦刚、王中明、沈涧，省监察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

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

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

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会议。

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

公民旁听会议。

胡昌升主持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文洁）11 月 26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了第五批群众举报

件，共 42件（来电 34件、来信 8件），涉及

我省 12市州及兰州新区，其中兰州市 14

件、兰州新区 3 件、白银市 4 件、天水市 3

件、武威市 1件、张掖市 2件、平凉市 4件、

酒泉市 1件、庆阳市 3件、定西市 3件、陇

南市 1件、临夏州 1件、甘南州 2件。群众

举报反映问题涉及水污染 5件、生态破坏

14件、噪音污染 5件、大气污染 6件、土壤

污染11件、其他污染问题1件。

截至 11 月 26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群众举报件

共 131 件（来电 120 件，来信 11 件）。目

前，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省交办的五批次群众举报件均已按照

程序移交相关市州办理。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

受理期间：

2023 年 11月 22日—12月 22日

受理电话：

0931—8920182

邮政信箱：

甘肃省兰州市 A338号邮政信箱

受理时间：

每天 8:00—20:0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群 众 信 访 受 理 方 式 公 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向清凯
马维坤 宋常青 张钦 王铭禹

霍去病从这里出发经略河西，丝绸

古道与唐蕃古道在这里交会，史上第一

座黄河铁桥在这里飞架南北，第一桶国

产“争气油”在这里面世，“心灵读本”

《读者》从这里走向世界……

素 有 金 城 美 誉 的 甘 肃 省 会 兰 州 ，

有着 2200 多年建城史、600 多年采煤

史、150 多年近代工业史、近 70 年石油

化工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重点

布局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也是“一带

一路”的重要节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战略支点。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兰州面临减

速之忧、转型之痛、城市病之苦、高质量

发展之艰，在全省经济首位度连续下

降，全国城市排名持续下滑。从上到

下，社会各界渴盼金城重振辉煌、重塑

动能、重构格局。

近年来，甘肃把“强省会”作为推动

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四强”行动之一，举

全省之力，攻坚克难，滚石上山。

万 里 长 风 起 云 端 ，头 雁 奋 飞 群 雁

随。在强省会行动工作推进大会上，甘

肃省委书记胡昌升说，甘肃要以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推动

强省会行动落地见效，努力以头雁带

动、群雁齐飞的生动局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甘肃实践。

重振辉煌：攻坚战更是保卫战

一条 S 形“长虹”，以曼妙之姿横卧

黄河之上。11 月 8 日，随着兰州柴家峡

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甘肃“强省会”配套

重点交通项目迈出坚实一步。这座目

前国内曲率半径最小、跨度最大的 S 形

曲线斜拉索桥，是自 1909 年黄河第一

桥——中山桥建成以来，兰州中心城区

的第 28 座跨黄河大桥。

高山仰止，大河前横。走进兰州，

仿佛漫步西北工业博物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兰州制造局和

兰州机器织呢局就在兰州落成。新中国

成立后，兰州作为国家重点开展工业建

设的8大城市之一，迅速崛起。（转 3版）

“金城”兰州重整行装再出发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抢抓新材料产

业发展机遇，我省日前印发了《甘肃省新

材料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到 2030 年甘肃将建设

成为国内重要、西部领先的新材料产业

集群，全省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超过 3000

亿元，年均增速 20%左右。到 2035 年，

力争打造特色鲜明、拥有核心竞争力的

国内一流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新

材料产业成为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

据介绍，《规划》共五部分内容，对新

材料产业发展思路目标、规划布局、重点

领域、重大工程、推进举措等进行了统筹

谋划和全面部署。结合全省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功能定位，以工业园区和产业

基地建设为重要载体，《规划》提出构建

“一核一带多点”的“1+1+N”发展格局。

“一核”是以兰州为核心，联动兰州新区

和白银，打造全省新材料产业研发创新

核；“一带”是依托金昌、张掖、酒泉、嘉峪

关等地国家和省级开发区，以及金川集

团 、酒 钢 集 团 等 重 点 企 业 ，形 成 分 工 明

确、优势互补、错位支撑、协同联动的发

展体系，构建河西走廊新材料产业联动

发展带；“多点”是以庆阳、天水、武威、陇

南、定西等市州为节点，作为“一核”“一

带”的重要支撑，形成布局合理、重点突

出、特色鲜明、共同发力的产业格局。

发展领域方面，《规划》提出构建我

省“4+5+N”的新材料产业体系。（转 2版）

甘肃印发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

建设西部领先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冬日里的临泽县曹家湖生态园风景如画。近年来，临泽县建成河湖相连、水质优良的水系连通系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

活水。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安学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