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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从兰州穿城而过，支撑起整座城市的生态脉搏。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顾丽娟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顾丽娟

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者”，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今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量

水而行、节水优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促进全流域生态保护上新台阶、绿色转型有新进展、高质量发展有新成效、

人民群众生活有新改善，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甘肃在全国生态大局中的功能作用举足轻重。保护好生态环境，是甘肃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最大贡献，也是必须扛好的政治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甘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全省上下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久久为功推进美丽甘肃建设，以更高站位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甘肃篇章夯实生态根基。

如今的陇原大地，处处是用生态底色绘就的美丽甘肃新画卷，“生态绿”已成为美丽甘肃建设最鲜明的底色。

久久为功确保黄河长久安澜

一场冬雪过后，白银市平川区黄河沿岸生

态长廊白雪皑皑，漫山遍野的树木挺立在寒风

中，接受冬雪的滋养，为来年的拔节生长蓄势

储能。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居于黄河“几字弯”

流域，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北

方防沙带”的延伸区域，生态区位十分重要。

近年来，白银市紧盯坚决打赢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这一目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采取人工造林、工程治

沙、中幼林抚育、退化林改造、草原生态修复、

封禁封育 6 项治理措施，有效改善了黄河沿岸

生态脆弱现状。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长

久安 澜 ，是 事 关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千 秋

大计。

黄 河 流 经 甘 肃 913 公 里 ，流 域 总 面 积

14.59 万平方公里，覆盖全省 9 个市州 59 个县

市区、34%的国土面积。

从生态维度看，甘肃是黄河、长江的重要

水源涵养区，是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等

沙漠汇合南侵的阻挡区，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从经济维度看，甘肃是黄河上游高质量发

展的先行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枢纽，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作为黄河国家战略首倡之地，甘肃持续树

牢上游意识，率先出台《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构建 1+N+X 政策

规划体系，扎实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

行动，协同推进工业、生活、农业和尾矿库“3+

1”污染综合治理，努力将黄河建成岸绿景美

的生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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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全省黄河流域 5607 个入河排污口完成整治

5318 个，整治完成率 94.8%。加快城市污水

处理及配套设施建设，142 个全国重点镇具备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18 条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实现“长治久清”。

与四川省建立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 ，围 绕 尾 水 湿 地 建 设 、区 域 再 生 水 循 环 利

用、河湖缓冲带建设等，谋划一批项目纳入中

央储备库，推动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巩

固改善。

经过不懈努力，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

续 8 年达到Ⅱ类，黄河流域 41 个国控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达 92.68%，散渡河小河口村断面

首次实现消劣，黄河流域 14 条地级城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持续巩固，县级及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实现了

“一河清水送下游”。

今年 1 月至 11 月，甘肃黄河流域水质优良

比例为 92.7%，高出黄河流域 9 省区平均水平

4.6个百分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今日的黄河两岸，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正

徐徐铺展。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初冬时节，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山丹

马场雄浑壮美，草原上奔腾的骏马，与白云深

处的祁连山积雪，构造出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态

画卷……

巍巍祁连山，绵延千里，像一道天然屏障，

用坚强的身躯保护着美丽富庶的河西沃野，阻

挡着三大沙漠的汇合、南侵，也肩负着筑牢国

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新使命。

曾经，由于开发活动过重、草原过牧过载、

违法违规开矿等原因，祁连山局部生态遭到严

重破坏，留下沉重创伤。

甘肃坚决扛牢祁连山生态保护重大政治

责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整治修复祁连山生

态，制定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监管工

作机制，强化祁连山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常态化监

测、评估及考核，为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环境

问题治理成效提供参考。

近年来，我省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建成 549 个环境质量监

测站点，定期公布监测结果，对祁连山区域实

施科学化、精准化监管。依托全省生态监管大

数据平台、现有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祁连山

地区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试点工作，采用遥

感调查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摸清祁

连山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状况本底情况……

祁连山历经“史上最严”整改，祛多年沉

疴，还欠账旧账，迎来“底色之变”——

2022 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获“2022 绿

色亚太环保成就奖——杰出自然保护区奖”。

2023 年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考核各项结

果均为“优秀”。

2024 年祁连山生态环境质量、典型生态

保护修复区域生态状况综合评估监测结果显

示：75.36 万公顷林地森林蓄积量持续增加，

75.27 万公顷草原生态稳定性不断增强，5.21

万公顷水域面积更加稳定。

保护区内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 2014

年提高 15%至 20%，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稳定

性和循环能力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祁连山的生态保护，由生态环境问题集中

整治修复，转入常态长效保护“新阶段”。如

今，连绵的祁连山区山更绿、水更清、林更密，

动物种群逐渐增多，一些多年难觅踪迹的国家

一级、二级野生保护动物时有出现。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

原三大高原交会地带，是我国“北方防沙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土地沙化和遭受风沙

侵袭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面对浩瀚沙海，一代代陇原儿女持续接

力，运用科技治沙、工程治沙等办法，统筹实施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转 6版）

—甘肃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玛曲县阿万仓湿地绿草如茵。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裴正琪

黄河白银段风景如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