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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共一色，奏响“幸福黄河”新乐章
本报记者 王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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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郑州北龙湖多窝天鹅宝宝出
壳，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他们
用镜头记录下天鹅宝宝出壳、下水、嬉戏、觅食
的精彩瞬间，也让郑州新晋“市民”——天鹅宝
宝蜚声全国。

从2020年 1月疣鼻天鹅第一次惊现郑
州，4年多时间，郑州疣鼻天鹅家族成员数量
从最初的5只到如今已经破百。

疣鼻天鹅家族在郑州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的成长历程，刻录着郑州生态跃迁的变化图
景，见证着郑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郑州
的生动实践。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组织召开座谈会，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的伟大号召。

5 年来，郑州全市上下牢记“国之大者”，
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
心示范区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谱写出呵护

“母亲河”、打造“幸福河”的时代华章，奏响了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的“黄河大
合唱”。

生态跃迁的多样化图卷

细心的你是否发现，郑州的生态环境正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

在这里，你可能会不期而遇东方白鹳、黑鹳、
白鹤、金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可能邂逅
大天鹅、小天鹅、红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银杏、红豆杉等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的四季轮转，也可以聆听风吹过野
大豆、连香树、中华结缕草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
天籁之声。

黄河国家战略提出以来，郑州率先启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规划建
设，划定连霍高速以北沿黄区域约 1200 平方公里
为核心示范区，桃花峪至花园口段约 210 平方公
里为起步区。

一场治理与保护并进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画卷在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上徐徐展开。

——以黄河滩区综合治理为突破点，着力破解
黄河郑州段生态环境存量问题，主动发现解决增量
问题。

——建立市级联席会议制度，区（县）设立联合
执法队伍，乡（镇、办）成立巡查巡护队伍，村级设立
巡查员，“四级联动”构建起齐抓共管大格局。沿黄
滩区乡（镇）共组建巡查巡护队伍 19支，设立滩区
巡护员 442 名。2019 年以来，先后召开联席会议
21 次，组织开展联合执法 782 次，排查整治“绿盾”
点位 1265 个，整治各类滩区“四乱”问题 3038 起，
黄河郑州段“四乱”问题、水域海事问题实现“动态
清零”。

——累计投入资金 3231 万元用于黄河湿地保
护与建设，实施鸟类栖息地保护等湿地保护修复工
程建设。随着养殖鱼塘和其他占用湿地行为的退
出，黄河湿地生态功能逐步恢复。

“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用翅膀来投票”，截至
2023年年底，郑州市共有陆生脊椎动物 403种，包
括哺乳动物 56种，鸟类 308种，两栖类 12种，爬行
类27种；全市共有维管植物181科 941属 2562种。

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鸟类由创建初期的
169种增加至现在的 290种，2022年 3月份一次性
记录到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
鸨 113只大种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 800只大
种群。

只此青绿的流动油画

4月 13日，以“越山问河，探源华夏”为主题、致
敬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人车接力赛”在郑州黄河文化
公园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一边挑战极限，
一边欣赏沿黄生态廊道的春日盛景，镜头下的人、
车、河、林宛若一幅流动的油画。

蜿蜒东去的沿黄生态廊道，西起惠济区江山
路、东至中牟与开封交界，全长 76.5 公里，共建成
骑行道 76.5 公里、步行道 36 公里，栽植乔灌木
7.84 万株、草花地被 239.23 万平方米，建设驿站
23 座。

它串联着起点广场、天河秀林、八堡驿站、马
渡观河、来潼赏花、杨桥月季园、郑东水中心、赵
口听涛、九堡览胜等熠熠发光的人文景观或自然
美景，“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的定位已
然跃升为市民休闲娱乐，游客沉浸式体验的“网
红打卡地”。

镜头推向邙山，西北生态屏障巍然矗立，森林小
镇、森林村庄如绿色宝石镶嵌在大河之畔。在西部
邙岭，郑州大力开展邙岭绿化提升工程，共完成绿化
面积 4.92 万亩，完成国家储备造林 4.6 万亩。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市共建设各级森林特色小镇 52
个、森林乡村 576 个，其中黄河干流森林特色小镇
39 个，森林乡村“示范村”199 个。

镜头拉回市区，参差的绿植和林立的高楼交相
辉映，开放的公园实现了园景与街景的完美融合。
5年来，郑州始终坚持规划引领、建管并重，大力实
施生态廊道建设、公园体系构建、街区园区相融、品
质内涵提升工程，深入推进城市生态园林建设。截
至 2023 年年底，郑州市建成区绿地总面积 26839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 36.81%、绿化覆盖率
41.7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32 平方米，初步形
成“两带、三圈、四心、千园、三十一廊”的生态园林
格局。

河流清洁化、滩区自然化、大堤景观化、邙岭森
林化、城市园林化……随着黄河生态治理成效不断
凸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关注森林活动 20 周
年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也纷至沓来。

幸福河畔的幸福生活

漫步在中牟县狼城岗镇，红黄蓝
绿四色勾勒出“彩虹廊道”直通远方，
稻鳖混养示范基地里稻浪起伏，锦鲤
养殖池里鱼浪涟漪，百亩辣椒基地、蜗
牛饲养大棚一字排开，生动地展示着
黄河滩区居民安居乐业、滩区整治和
乡村振兴齐飞共舞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郑州对中牟县狼城岗镇
滩区内 5 个行政村、4450 户实施搬
迁，所有迁建项目全部按照城镇标准
设计建设，确保社区高品位、设计高标
准。坚持滩区迁建和乡村振兴、新市
镇建设相结合，高标准推进硬设施和
软环境建设。

安居了，如何乐业？郑州将产业
作为黄河滩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点，结
合滩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以
黄河大堤为轴线，编制沿黄“1239”产

业发展规划。
——“1”即以黄河大堤为中心轴

的观光旅游水果采摘带；
——“2”即以黄河大堤为界，南生

活北生态的两大板块；
——“3”即以“三滩分治”，把 10

万亩滩地以万亩为单位分为 3个特色
生态种植观光区；

——“9”即以大堤以南规划和现
有产业为依托，形成由特色渔业养殖
区、蜗牛园区、锦鲤园区、稻鳖混养观
光体验区、青龙潭文化旅游景区等 9
个特色业态组成的产业园区。

截至目前，完成黄河滩区土地流
转 12000 多亩，建成黄河湿地鸟类栖
息保护区；安置区南侧已建成 1500 亩
郑州飞宇葡萄庄园，年产优质鲜食葡
萄 150 万斤，提供名优葡萄种苗 15 万

株，吸纳周边群众就业 300 余人；连霍
高速以南已建成 900 余亩的河南省黄
泛区绿化农业，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200
余人；北韦村菊花种植基地流转土地
5000 多亩，年产值 1500 多万元。

眺望未来，郑州将继续围绕“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根本目标，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
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中下
游、干支流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在守护母亲河、
聚焦生态河、打造数字河、传承文明
河、建设幸福河上不断彰显新的更大
作为。

这就是黄河之滨的郑州，奔跑在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美
丽郑州、幸福郑州。

碧水云天的诗意郑州

初夏时节，于黄河花园口极目远
眺，长河、落日、旷野、远树勾勒出“野旷
天低树”“远树带行客”诗词图景，成为
治愈城市喧嚣的“解忧杂货铺”。

2022 年，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到
Ⅱ类优良水质，标志着黄河生态保护治
理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而位于郑州
的黄河花园口断面已连续 4年达到地
表水Ⅱ类水质。

领先的背后，是郑州不舍昼夜治理
生态环境的铿锵步履。

郑州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
的法治保护黄河生态环境。严格落实
《黄河保护法》，研究出台《郑州市黄河流
域综合执法方案》，建立了监测体系前端
发起、监管部门统筹调度、监察执法部门
检查追查的生态环境“三监”联动机制。

2019 年以来，先后开展黄河流域
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涉水排污单位稳
定达标排放、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整
治、生态破坏问题排查整治、非法倾倒
危险废物、打击第三方数据造假等 26
个专项执法行动，出动 2.1 万人次。共
办理案件 3500 余起、落实行政处罚
近 8000 万元，办理《环保法》4个配套
办法案件 210 余件。

郑州不断创新查处方式，压实属地
责任，组织开展异地互查，适时邀请上
级部门监督帮扶、协助检查等。

截至目前，黄河生态环境重点问题
全部整治到位。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被生态环境部、司法部等
授予全国行政执法先进集体、全国“两
打”专项先进集体、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先进集体，连续 3 年获得全国生态环
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等荣誉。

数据，是对努力的见证，也是对成
绩的褒奖。

2019 年以来，市区建成区污水处
理能力提升至 240 万吨/日，市区建成
区生活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
率 100%，南水北调总干渠水质稳定达
到Ⅱ类，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整
治完成 622 个入河排污口，完成黄河
流域 26 家涉水排污单位提标治理，重
点涉水排污单位实现 24 小时在线监
控；开展城市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城市
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全市国省控断面
稳定达标，黄河花园口断面水质连续
4 年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

黄河壮丽风光 马健 摄

骑行在黄河南裹头
周甬 摄

黄河岸边的七彩稻田 马健 摄

黄河中下游分界碑黄河中下游分界碑 徐宗福徐宗福 摄摄

夕阳为黄河水镀上金色光芒夕阳为黄河水镀上金色光芒，，诉说着新时代的诉说着新时代的
黄河故事黄河故事。。 马健马健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