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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乐章黄河乐章正铿锵正铿锵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郑州实践

本报记者 侯爱敏武建玲

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2019.09.18-2023.09.18】

郑州市郑州市 特特 刊刊

初秋的黄河湿地，水草丰美，飞鸟翔集。黄
昏时，夕阳的余晖洒满水面，水天一色，湿地被浸
染得如油画般美丽。

每到周末，黄河边已成为千家万户出门休闲
的好去处，大人小孩在黄河大堤上游玩，一边是
满眼的绿意，一边是宽阔河面上静静的黄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4
年来，黄河战略加速在郑落地见效，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幸福河”初具雏形。

步履铿锵加速推动黄河战略落地见效

4年来，推进黄河战略落地实施，郑州步伐紧凑、
步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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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建推进机制、做顶
层设计，推进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在高标准论证研究基础上，划定了连霍高速以北
沿黄区域约 1200平方公里的核心示范区和桃花峪至
花园口段约 210平方公里的起步区范围，结合郑州特
色，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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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功能定位。

高标准编制了《郑州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
年）》、起步区建设方案、“十四五”实施方案，并配套编
制了文化博物旅游、防洪工程与水资源、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交通工程等N个专项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形成
了“1+1+1+N”的规划方案体系。目前，第一轮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圆满收官，第二轮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年）已经编制完成并印发实施。

项目支撑同步推进。聚焦生态保护与黄河安澜、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开放合
作、保护传承黄河文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民生保障
等领域，谋划项目 1500余项，总投资 1.1万亿元，全力
推动黄河战略项目落地见效。截至目前，累计已经实
施项目230多项，完成投资近1000亿元。

开展交流合作，加强区域联动。采取“请进来”与
“走出去”的方式，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和沿黄城市合
作。先后与沿黄 9省（区）省会城市共同签署了《黄河
流域环境权益类要素交易友好合作框架协议》《黄河流
域共同保护母亲河倡议书》《黄河流域城市信用联盟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等合作协议。建立郑州都市圈市级
层面联动合作发展机制，牵头与洛阳、焦作、新乡、开封
等地市共同建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核心示范区跨区域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打破行政区
界限、形成治水合力。

保护治理母亲河尽展生态之美

“郑州黄河湿地内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动植
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重要物种种群数量明显提
升，野生鸟类种群数量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 169
种增加到目前的 283种，增加了 114种。”郑州黄
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高兴地
述说着这些变化。

近年来，我市科学谋划沿黄区域生态保护与
治理，着力打造具有鲜明国家中心城市特征的沿
黄生态保护示范区。

规划陆续出台，在《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生态综合治理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的基础上，又编制
印发《黄河郑州段滩区和邙岭生态专项规划
（2021—2035年）》，并将其纳入《郑州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提出了未来黄河郑州段滩区和邙岭
生态保护工作的三步走目标，构建了“一带、三
区、六组团、多廊多点”的总体布局，部署了八项
重点工程，将为郑州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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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功能定位奠定扎实的生态根基。

规划引领，我市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开
展邙岭绿化提升，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开展
滩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黄河生态屏障带建设多
点发力。

以绿化促生态修复环境美化。沿黄生态廊

道、S312生态廊道、巩义青山工程、荥阳邙岭绿
化提升等科学绿化精品示范工程加速建设，黄河
大堤郑州段展现新颜，正成为集“自然风光、黄河
文化、休闲体验、安全防汛”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绿
色生态屏障。

黄河战略实施，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为有效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我市先

行先试，探索建立黄河流域核心示范区跨区域水
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成黄河(郑州段)数字化生
态保护监测平台，开展黄河流域污水处理厂达标
排放、涉水排污单位稳定达标排放、农村环境突
出问题整治、生态破坏问题排查整治、黄河流域
环境问题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巩
固黄河流域专项整治成果。

黄河郑州段是黄淮海大平原脊轴的龙头，是
“地上悬河”起始段，宽、浅、散、乱是该段河道特
点，也历来是黄河下游防洪的重点河段。我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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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护岸工程和防洪监
测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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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保安澜的同时，母亲河的生态美正逐步
显现。通过近几年的持续努力，郑州黄河湿地生
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面积保持稳定，每年在
保护区迁徙和越冬的候鸟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文化唱戏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讲好新时代
“黄河故事”，为推进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
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奔流不息的古老黄河，正被
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成为新时代郑州高质量发展强
大的文化底气和精神力量。

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主线，我市全面梳
理黄河文化博物旅游资源，确立郑州“华夏之根、黄
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的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城市地位。

编制《郑州市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专项
规划》《黄河流域（郑州段）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规划》
《黄河流域（郑州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
规划》三个专项规划，构建“两带一心”（黄河文化
带、环嵩山文化带、中心城区)文化保护开发新格局。

项目带动，融合推进。探索“生态+文化+旅
游+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实施黄河国家博物
馆建设、黄河文化演艺综合体、大河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等十大重点文旅项目，引领黄河历史文化主
地标建设。

整合嵩山文化、商都文化、根祖文化等旅游资
源，推出“中华文明溯源之旅”“文化名人修学之
旅”“历史遗迹探寻之旅”“大河风光体验之旅”“生
态养生休闲之旅”等一批旅游精品线路。将黄河
文化元素融入自然、融入城乡，高质量构建“黄河
文化+自然风光+慢生活”休闲生态系统，围绕

“3600 年商都文化—100 年二七红色文化—70 年
工业文明—当代和未来的中央文化区(CCD)”历史
文脉中轴线，将历史文脉注入现代活力，塑造鲜明

的城市文化符号。
围绕传承黄河文化、弘扬黄河精神，实施黄

河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工程，创作推出以《黄帝千
古情》《唐宫夜宴》《精忠报国》等为代表的精品
力作，叫响郑州“黄河之都”的城市文艺名片；通
过社科研究、文化演艺、非物质文化传承等多种
形式，讲好黄河的历史故事和当代故事；组织举
办首届世界大河文明论坛，持续举办郑州黄河
文化旅游月，打造黄河流域城市文旅融合交流
发展平台，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
游名片。

辐射黄河流域、引领中原崛起、彰
显郑州风范，黄河战略正引领郑州，走
向新征程，迈向新高峰。

鸟儿翩跹，美景如画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生态廊道，景色宜人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邙岭之上，生机勃勃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黄河两岸，一桥飞跨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摄

S312生态廊道风景优美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