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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版）

我省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污染防治工作要点》，每月对重点流域水质

状况开展现场溯源，定期召开全省水环境形势

分析调度会，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努力

将黄河建成岸绿景美的生态河。

同时，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建

设，全省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地级城市污泥

无害化处理处置率分别达到 98.37%、98.4%和

97%以上，沿黄 34 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全部建设完成。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省在黄河流域

累计建成城市生活污水厂 62 座，设计处理能

力 191 万吨/日，其中 58 座已完成一级 A 提标

改造，剩余 4 座提标改造工程正在推进中；黄

河流域 88 个重点镇均已具备了污水收集处理

能力；“十四五”以来，黄河流域建设改造污水

管网 1514.23 公里。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黄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全省黄河流域 5607 个入河排污

口完成整治 5166 个，整治完成率 92.13%。

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黄河流域

10423 个行政村已有 2844 个行政村完成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76 条农村黑臭水体已治理完

成 71 条。推进尾矿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黄

河流域 5 个市州 43 座尾矿库完成调查摸底和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实施尾矿库分级分类环

境监管。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每年 3 月中下旬，成群结队的黑颈鹤从千

里之外的云南飞赴甘南州尕海湿地。在这里，

它们安心地筑巢产卵，繁育后代。

尕海湿地作为黑颈鹤的重要繁衍栖息地，

湖阔水长，水草丰茂，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渐改

善，黑颈鹤的数量逐年增长。

甘南州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项目，通

过实施“山水工程”项目，对现有湿地资源进行

保护，科学修复退化湿地，维护湿地生态系统，

提升湿地生态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湿

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性、稳定性和完整性，不断

提高湿地资源对黄河水源的涵养能力。如今，

甘南州湖面面积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不足 500

公顷恢复到 2000 多公顷，湖面面积大了，生态

好了，随之而来的是珍稀野生动物逐年增多。

省委、省政府坚定有力贯彻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黄河蓄水池”作用进一步

凸显；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黄土高原保水

固沙能力显著增强；深入落实“四水四定”，水

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协同推进污染防治，

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白银市位于黄河上游、甘肃中部，是黄河

“几字弯”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生态地位十分

重要。

白银市东大沟全长 38 公里，直通黄河，是

一条自然形成的排洪河沟。早年间，由于历史

原因和现实条件限制，两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将含重金属的废水排入这里，使之成为当地最

大的一条排污通道。

2012 年以来，白银市启动东大沟重金属

污染治理工程。处置重金属重度污染底泥及

工业废渣 82.7 万立方米，固化、稳定化处理轻

度污染底泥 45.7 万立方米，清运平整河道两侧

建筑垃圾 11.3 万立方米，实施绿化 288 亩，有

力促进了河道周边生态环境恢复，保障了黄河

水环境安全。曾经“污迹斑斑”的东大沟华丽

转身，实现了“生态蝶变”，成为一条绿色长廊。

我省紧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相

关问题，进一步梳理分解整改任务、细化完善整

改措施，加快推进问题整改和验收销号。同时，

持续推进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推动甘肃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我省与黄河上下游省份签订《跨界流域水

污染联防联控框架协议》，建立健全跨界流域

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与四川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青海省签订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建立黄河干流 3 市州、石羊河黑河 3 市 7

县、渭河流域和白龙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甘肃省人民政府与青海省人民政府签署

《黄河流域（青甘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这标志着两省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探索

中迈出重要一步，同时也标志着甘肃省在黄河

干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方面完成了全覆

盖，成为沿黄 9 省区中唯一与三省区（四川、宁

夏、青海）签订补偿协议的省份。

绿色发展造福人民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优美生态环境本身就是

绿色生产力。

甘肃守护一泓清水入黄河，同时也让黄河

之水滋润了沿岸百姓生活。

近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塬面保护、淤地坝

建设等水土保持项目，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减

少入黄泥沙，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站在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的山梁上，斑

斓美景尽收眼底，梯田如链似带层层铺展，成

片的油松、红柳、侧柏迎风而立。

曾经，村里的陡坡地，浇点水往下流、施点

肥往下跑，松松土，土块也能顺着山坡一路滚

下去。大坪村尝试在山上造林，坡地种牧草，

陡坡险坬种柠条，封山禁牧护林草……原本光

秃秃的山头一天天变绿，逐步实现土不下山、

泥不出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如今，大

坪村生态与发展并重，通过马铃薯、草畜及旱

作高效农业等发展，成为定西市浅山区生态小

康第一村。

我省不断优化治理思路，因地制宜推进综

合立体防治，按照“山顶戴帽子、坡上挂果子、

山腰系带子、山坡穿裙子、沟里穿靴子”的“五

子登科”建设思路，先后实施了以坡耕地改造

为主的“粮食安全保障工程”，以经济林草为主

的“生态经济工程”，以沟道滩岸、塬面防护为

主的“拦蓄工程”，以田间道路为主的“通达工

程”和以封育保护为主的“生态修复工程”等五

大工程，建立起立体防护体系。

依托各类水土保持工程，2019 年以来，甘

肃省黄河流域新修梯田 161.52 万亩，各地探索

形成了“梯田+马铃薯”“梯田+中药材”“梯田+

花椒”“梯田+苹果”等多种特色产业模式，实现

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

赢局面。

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

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近年来，甘肃担牢黄

河等全国重要水系上游保护责任，积极推进美

丽幸福河湖创建，绘就西北河湖建设管理的靓

丽画卷，美丽河湖建设让百姓享有了更多、更

普惠、更可持续的绿色福祉。

日前，两当河两当段、祖厉河会宁县城区

段、耤河甘谷段、古浪河古浪县城区段为 2024

年第四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段。今年第

三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金川区金水湖、黑河张

掖市高台段、大夏河临夏州临夏市段、陇南市

文县天池 4 条（段、个）全部通过省级评价。截

至目前，全省共完成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76 条

（段、个），其中，河流 69 条（段）、湖泊 7 个；省级

美丽幸福河湖 12 条（段、个）、市级美丽幸福河

湖 64 条（段、个）；城镇段河湖 41 条（段、个）、乡

村 段 河 湖 35 条（段 、个），建 设 河 流 总 长 度

1006.43 公里、湖泊总面积 23.43 平方公里。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甘肃

将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矢志不

渝、久久为功，坚决扛牢黄河国家战略首倡之

地的政治责任，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实践中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

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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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玛曲县阿万仓湿地绿草如茵，湿地

与湖泊相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资

料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裴正琪

② 刘家峡水库，平湖碧波好风光。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③ 风景如画的兰州银滩湿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 蹊

④ 黄河白银段。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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