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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万物丰茂。绿城郑州，生机盎然。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谆谆嘱托，殷殷厚望，化为郑州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
作为沿黄城市当中规模最大的特大城市，作为黄河文

化孕育形成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郑州牢记使命，肩扛责任，
迅速行动，率先启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
示范区规划建设工作。两年多来，我市严格遵循“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总要求，聚焦生态保护、黄河安澜、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高质量发展和文化传承等重点，坚持规划引
领、项目化推进，奋力谱写呵护“母亲河”、打造“幸福河”的
郑州篇章。

做好顶层设计

今年，我市将认真落实国家《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河南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市
总体发展规划，聚焦生态保护修复、黄河安
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积极谋划
年度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核心示
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努力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全省前列。

持续完善规划方案体系。认真落实国
家规划纲要和省规划，研究编制《郑州市“十
四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攻坚行动。牢牢把
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新时代治黄的基本
方略，编制完成《黄河郑州段滩区和邙岭生
态专项规划》，持续推进西部邙岭绿化及滩
区生态保护修复。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抓好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确保整改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守护母亲河，确保黄河安澜。完善防灾
预警监测体系，突出工程性治水，补齐防灾

基础实施短板，统筹推进引水排洪、生态治
理等工程，强化黄河滩区综合治理，系统提
升黄河大堤郑州城区段防洪能力，确保黄河
郑州城区段长治久安。

落实“四水四定”，强化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优化水资源配置，编制完成《郑州市
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规划》，深度实施
节水控水行动，加快推进圃田泽水循环、观
音寺水库调蓄等工程建设。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积极申
办世界大河文明论坛，打造中国同其他大河流
域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级平台；高标准承
办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
会，进一步提升郑州黄河历史文化软实力。

加快起步区建设。全面落实起步区建
设方案，编制完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交通专项规
划》。加快“两个片区”核心板块建设，推动
荥泽古城文旅融合、荥阳故城遗址生态文化
公园建设，力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开
工建设。

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深入推动
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建设郑开同城化先行
示范区，编制完成《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
积极筹备郑开同城化联席会议，共同推进郑
开同城化民生实事落地实施；与西安、洛阳
等城市沟通对接，谋划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
作带建设，启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问
题研究，共建沿黄生态、科技创新和文化复
兴示范带。

谋划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围绕黄
河安澜、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黄河历史文化、高质量发展、综合交通枢
纽等领域，谋划建立郑州市“十四五”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库；加快
推进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颂剧院、大河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沿黄生态廊道、黄河（郑
州段）数字化生态保护监测平台、巩义伊洛
河治理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郑州，正努力与沿黄兄弟城市共同唱响
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黄河潮起满目春
本报记者 武建玲 侯爱敏 杨丽萍

示范区建设，规划先行。
我市邀请国内著名规划研究和编制机构，依托郑州特有资源禀

赋，反复研究论证，划定核心示范区总范围为连霍高速以北沿黄区域
约 1200平方公里，起步区为桃花峪至花园口段约 210平方公里，明
确了彰显郑州特色的核心示范区三个定位：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
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为高标准建设核心示范区，我市科学谋划，加强顶层设计。
建设高规格、高效率的推进体系。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

长为常务副组长、分管副市长为专项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一办五
组”组织架构，组建办公室日常工作专班和专项组工程指挥部，为推
进核心示范区起步区建设提供高效组织保障。

形成高起点、高站位的规划体系。精准对接国家《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联合国家13个部委的科研团队，围绕

“国家使命、黄河战略、郑州作为”主题，编制形成了“1+1+1+N”规划
方案体系，为核心示范区建设提供了规划引领。

谋划高标准、高质量的项目体系。围绕核心示范区建设，聚焦生
态环保与黄河安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开
放合作、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民生保障等领
域，谋划建立了1400余项、总投资近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库。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我市注重生态保护，明确着力点，系统做好母亲河保护治理。
消除风险。聚焦流域防洪、水沙治理调节等关键环节，实施控导

工程郑州段全线加固，抓好重要黄河段护岸工程和防洪监测体系建
设，深入推进游荡性河势治理，完善现行河道整治工程体系，畅通行
洪通道，切实提高防洪能力。

清理乱象。全面禁止干流和一级支流沿岸规定范围内新建高排
放项目和各类违规建设，下大力度拆违建、“清四乱”，黄河生态环境
1800多个问题全部整治到位。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强化协调联动，
推动水生态环境不断好转。

强化节水。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进一步提升水资源配
置供给能力。完善中水回用管网系统，推进循环节约用水。加快重
点企业和园区节水改造，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引导推动全社会形成
节约用水风尚。

优化生态。围绕“三滩分治”推动点、线、面相结合。以治滩为重
点，以黄河滩地公园、黄河文化公园一体化建设等工程为抓手，统筹
实施滩区、滨水缓冲带、湿地和蓄滞洪区生态修复等工程，增强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

美化环境。做好绿化设计、景观设计，建立完善与生态、文化、旅
游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高标准建设城市“会客厅”，打
造好城市文旅窗口；着力优化全域人居环境，通过村庄整治和美丽乡
村建设，形成依傍黄河的田园美景。

注重生态保护

建设成效初显

核心示范区建设，起步区先行。
郑州市落实黄河国家战略谋划的核心

示范区，起步区面积约 210平方公里，惠济
区约占了其中的75%。

两年多来，惠济区围绕核心示范区三
大功能定位，积极推进核心示范区起步区
建设，制定了起步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
专项实施方案，统筹做好沿黄生态保护、
沿线景观、产业布局、文化传承等融合发
展规划，用实际行动推动黄河国家战略落
地见效。

站在文化路与黄河大堤交会处，黄河国
家博物馆蜿蜒如“几”字，“淌”在蓊郁的树林
中。该项目于 2021 年 7月份开工建设，目
前，主体结构已封顶。再过几个月，这座特
大型博物馆将完工投用，成为展示黄河地
理、人文、历史、治理的综合博物馆，也将成
为公众听取黄河故事、领略黄河风采、学习
黄河文化的新去处。

坐落于黄河大堤北侧的郑州黄河滩地

公园是郑州全面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起
步区建设的重大项目，面积 44平方公里，已
建成九纵三横 27条 66公里彩色慢行系统。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观赏黄河的点位，惠济
区高标准、精心打造建成南裹头观景点、海
事观景点、惠武浮桥观景点 3个不同风格的
观景点，使游客能进一步亲近黄河、感受黄
河。此外，惠济区还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修
复，完成了 4200亩鱼塘的退鱼还湿生态修
复；十八门闸库区复湿项目基本完成，恢复
湿地1200多亩。

顺着黄河大堤再向北，约 26公里长的
郑州沿黄生态廊道惠济段建设项目已全线
贯通自行车道和人行步道。这条绿色长廊
整体以城市生态景观和田园生态景观为规
划重点，布局堤北生态风光带、堤南淤背区
生态休闲体验带和延展区森林生态屏障带，
还结合道路交叉口、人文历史遗址，建设了
不同规模层次具有黄河文化、休闲服务功能
的休闲广场、服务驿站等生态景观节点，打

造了一个“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的
休闲体验区。

起步区带动，核心示范区建设稳步
推进。

2020年，我市围绕生态廊道、滩区专项
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防洪安全治理和水资
源配置优化、黄河文化主地标打造、交通基
础网络建设等“九大工程”，重点推进了 95
项标志性、引领性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640亿元。

2021 年，我市重点围绕推进黄河文化
公园、黄河滩地公园一体化规划建设，提升
黄河大提城区段防洪能力，推进节水型城市
建设等“九个着力”，实施 25项重点任务和
80个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180多亿元。
中原花卉科技博览园（一期）已建成开园，惠
济到中牟沿黄 76.5公里的“百里生态廊道”
基本建成，黄河国家博物馆、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黄河颂剧院等项目正加快建设，郑州
核心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

今年接续发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黄河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黄河文化公园风景秀丽黄河文化公园风景秀丽 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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