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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
“出彩路上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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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青藏高原，九曲黄河逶迤而下，以“百
河之首”“四渎之宗”的王者气概，挟泥裹沙、浩
荡东泻，缔造出25万平方公里、以郑州桃花峪
为顶点的华北大平原。这片中华民族早期最主
要的活动区域里，先民们在黄河之滨、天地之中
郑州地区，孕育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
明，哺育着以黄河文化为根与魂的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我们在黄河之滨，血脉里流淌着
几千年来黄河儿女共同的昂扬与包容；新时代
下，我们在黄河之滨，与这条大河紧紧依偎、唇
齿相依，汲取着黄河文化精神的不竭动力，奋力
谱写着新时代的出彩华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
经成为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纲要编制也写
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康利达集团董事长薛景霞说，作为
中华民族的核心发源地，作为中部地区经
济的中流砥柱，河南的发展也站在了新的
起点上，跨越崛起其时已至，其力已聚，其
势已成。

薛景霞认为，河南是黄河文化的核心
区，是黄河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区。河南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
遇中，有能力、有基础、有潜力发挥示范作
用、引领作用、带动作用，全面回答“国家使

命、黄河战略、河南作为”这一命题。
“目前郑州辖区面积只有 7446平方公

里，是全国面积较小的大城市之一。根据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辐射带动中部地区发
展的需要，要适时对郑州行政区划调整，适
当扩大郑州管辖面积，进一步拓展郑州发
展空间。”薛景霞建议，国家支持河南以中
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多
重国家战略叠加赋能优势，助力推进郑州
大都市圈建设，着力构建独具特色的枢纽
体系、开放体系、制造业体系、商贸业体系，
加快形成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金融和资本是撬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杠杆。薛景霞建议，把河南打造成中部金
融中心，促进河南在沿黄九省发展中发挥

引领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改善河南的商业
投资环境，为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
多活力。

“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河洛文
化是中华 5000 年文明史的源头。薛景霞
还建议，国家支持河南在郑州建设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推进双槐树遗址等黄河文化
遗产系统保护，着力打造黄河文化遗产廊
道，打造世界级黄河文明寻根胜地
和郑州黄河国际文化旅游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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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黄河岁岁安澜

自陕西潼关进入河南，黄河在西起灵宝，东
至台前的“豫游”里，流经多个省辖市28个县（市、
区），河道总长711公里。

在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处郑州桃花峪，伊
洛河、沁河两大支流不断汇入。

“由于河南黄河地处山区向平原的过渡河
段，地理位置特殊，河道形态复杂，具有河道最
宽、悬差最大等不同于其他江河和黄河其他河段
的突出特点。”河南黄河河务局有关专家介绍，黄
河两岸堤距一般5至 10公里，而新乡长垣县大车
集断面最大河宽达到了24公里；京广铁路桥附近
河床与新乡市地面的最大悬差达23米，是举世闻

名的“地上悬河”。
此外，河南境内的黄河滩区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河南黄河滩区涉及洛阳、郑州、开封、
焦作、新乡、濮阳6个省辖市23县（区），

总面积 2714 平方公里，区内有
1312 个村庄，居住人口达

128万，充分显示了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繁华。”
不能忘记，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

年中，黄河下游决口1593次，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
河南；大改道26次，有20次在河南，素有“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河南黄河历来是黄河下游防
洪治理和防汛的重中之重。

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河南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先后在干支流
上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西霞院、故县、陆浑、河
口村等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上拦下排、两岸
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了河南黄河
防洪抗旱减灾能力。

依靠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全省党政军民先后
战胜 10000 立方米每秒以上大洪水 12次，彻底
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
实现了河南黄河岁岁安澜，防洪减灾直接经济
效益达数千亿元，为黄淮海大平原经济社会稳
定持续发展撑起了一把牢固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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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黄河文化

代表委员 话黄河

“做好黄河文化研究，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还是保护
传承黄河文化的需要，也是打造
全球华人精神家园的需要。”李立
新表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典型代表，做好黄河文化研究，是
河南、郑州的使命担当，“黄河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可喜的是，郑州市政府正式
印发《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我市将立足

在中华文明中的突出价值和黄河
流域核心示范区的重要地位，以

“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
为主题，以“一带三核”为抓手，深
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
值，全力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
主地标城市。

当历史脚步迈向21世纪的今
天，郑州，这座拥有3600年历史、
GDP过万亿、人口超千万的特大
城市，昂扬在黄河之滨，践行着黄
河奔腾向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的黄河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着“郑州力量”！

济源市济源市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铿锵有力的话语，引起了有志之士
对“黄河文化”的深度解读。

“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
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华文明的母体，是中华文化的
核心和主干，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全球华人的精神
原乡。”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立新对黄河
文化深有研究，在他看来，黄河文化经久不息、历久弥新，在中国乃
至世界文明的浩瀚星空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李立新表示，有人用“悬河头、华北轴、百川口、万古流”来形容黄河郑
州段的特点。所以从区位上看，郑州在黄河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汪振军也表示，“可以说，是黄河文化养育了郑州文化，是黄河赋予郑
州得天独厚的位置，没有黄河文化就没有郑州文化，同样，今天黄河
流域的文化发展，也离不开郑州文化，没有郑州，黄河文化就失去了
核心、支点、重心和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