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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 19日至 2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再次为生态文明建设
擘画蓝图，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
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这一重要指示，如春
风化雨，为正在加速崛起的国家中心城
市郑州注入了强大的绿色动能。

天蓝地绿，山美水美，绿色始终是郑
州最鲜明的发展底色。郑州市认真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
战略宏图中，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绿
色传奇”。

持久治污，蓝天碧水成常态。污染
防治攻坚战，是郑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战场，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这份
决心，近十年来矢志不移，治理成效，清
晰地镌刻在市民抬头可见的蓝天之上：

天蓝地绿有目共睹。2024年，郑州
交出了优良天数 231 天的成绩单，较
2023 年增加 5 天。进入 2025 年，改善

势头更加强劲，全市 PM2.5年均浓度同比
下降 11.2%，优良天数达 92 天，同比增
加 6 天。尤为可贵的是，重污染天数大
幅减少至 3天，同比减少 4天。“郑州蓝”
正从“奢侈品”变为“常备品”，市民呼吸
之间，真切感受着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
年好的可喜变化。全市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持续保持 100%；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管控）率达到 71.04%。保持全
市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已建成
76.5 公里沿黄生态廊道，城市绿化覆盖
率达 41.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3 平
方米。

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律动强劲。郑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主
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淘汰落后产
能，加快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绿色低碳转
型提速。截至 2024年年底，六大高耗能
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下降至20.7%，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4.5%以上。新增省
级以上绿色制造体系77家。建设工业微
电网1055个，新能源装机294万千瓦，外
电入郑 276.9亿千瓦时。据最新数据，新

能源装机占比已大幅跃升至 22.2%。风
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正在源源不断地为
这座超大城市注入绿色动能，显著降低
着发展的“碳足迹”。积极推动全民共
建，建成“无废商场”“无废社区”等“无废
细胞”741个。

生态文明建设非一日之功，亦非一
域之责。全民参与、共建共享才能行稳
致远。

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
监测站……不少环保设施开放成“课
堂”，每年吸引近 10万人次参观，“透明
化”的环保教育，让晦涩的环保知识变得
可触可感，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生态环
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培育了深厚
的环保土壤。

从“无废细胞”的广泛创建到环保志
愿活动的蓬勃开展，从垃圾分类的自觉
践行到低碳出行的日益普及，郑州已将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的理念
和实践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构
建起全民参与的绿色生活新风尚，绿色
理念浸润人心、生根发芽，逐步汇聚成推
动绿色发展的磅礴内生动力。

幸福河湖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大河之畔，一座城与河共荣
共美；嵩山脚下，一座城与山追青
逐绿。

从朋友圈司空见惯的“郑州
蓝”，到黄河畔百鸟翔集的“候鸟天
堂”；从穿城而过的一渠清水，到蓬
勃生长的“无废细胞”；从占比不断
提高的纯电汽车，到更绿更美的公
园“氧吧”……郑州，这座肩负国家
使命的中心城市，正以绿色低碳发
展的扎实行动，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深刻印在古老商
都的每一寸土地。

持久治污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夏日的黄河壮阔而美丽，河上万鸟
翔集，河畔绿树成林。

今年 4月，在郑州黄河湿地，工作人
员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震旦鸦
雀。这种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种的出现，
是郑州黄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缩影和
明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珍稀物种在
黄河现身，绿色、干净、美丽、生机勃勃，
黄河生态复兴肉眼可见。

作为黄河沿岸重要的国家中心城
市，郑州深刻认识到自身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的核心
责任。条条举措，全力守护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协同推进，交出幸福
河湖亮眼成绩单：

“水质”稳定优良。水是生
命之源，更是生态之
基。郑州牢牢守护着

两 条“ 生 命
线”——黄河
郑州段和作为

“北方水脉”的南水北调干渠，水质长期
稳定保持在Ⅱ类，水质清澈洁净，无须复
杂处理即可作为饮用水源。

水生态修复力度加大。环城生态水
系循环工程全线贯通，每天向城区河道
供水超 60万立方米，城市生态水质更加
清澈。

湿地焕发生机。水质改善引来生态
繁荣。位于郑州的黄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已成为观察生态改善的最佳窗口。
169种鸟类的记录早已打破，如今种群数
量已跃升至近 300 种。天鹅翩跹、鹭鸟
翔集，广袤的黄河湿地郑州段已然成为
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生动诠释着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郑州实践”。

生态廊道镶绿“母亲河”。一条蜿
蜒 76.5 公里、生机勃勃的沿黄生态廊道
已在郑州段建成。它如同一条绿色的
丝带，串联起湿地、林地、公园，不仅有
效固土护岸、净化水质，更成为市民亲
近自然、享受生态福祉的绝佳场所，是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直观
纽带。

再生水循环破题“水文章”。面对
水资源约束，郑州独辟蹊径，深挖再生
水的“资源性+能源性”双重价值。通过
构建“提能（提升处理标准与规模）—利
用（工业、市政、生态补水）—补水（回补
河道、地下水）”的闭环体系，积极探索
一条高效、可持续的“三水”（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统筹治理新路径，为北方
缺水型超大城市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宝
贵经验。

示范引领打造“幸福河湖”：在最新
公布的河南省 2024 年度省级美丽幸福
河湖名单中，郑州洛河（巩义市
城区段）和郑东新区龙湖双双荣
耀入选。洛河的生态修复与亲
水空间营造，龙湖水生态
景观的成功呈现，共同彰
显了郑州全域建设“幸福
河湖”的决心与实力。

沉甸甸的“绿色成绩单”，是郑州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对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坚定担当，更
是对千万市民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的深情回应。
面向未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指引
下，郑州将继续以绿色为笔，以创新为墨，在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程中，书写更加绚
烂壮丽的生态文明新篇章，为绘就美丽中国画卷
贡献磅礴的“郑州力量”。

聚焦“两高四着力”，聚焦“十四五”目标任
务，坚持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与共，郑州的绿色征程持
续深化。

流域治理再攻坚：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为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持之以恒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落实落地，持续深化重点流域（尤其是黄
河干支流）生态保护治理，强化系统观念，统筹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
发展，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黄河安澜泽被中原。

低碳转型再加速：锚定“双碳”目标，持续优
化能源结构，坚持示范引领，培育壮大绿色生产
力，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广节能降碳技术，
完善绿色交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取得新突破，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低碳发
展样板。

生态惠民再提质：持续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
给，拓展蓝绿空间，提升城市公园、绿道、小微绿
地等的品质和连通性，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让市民享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生态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治理能力再升级：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
环境监测、预警、治理的智慧化水平；完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健全生态补偿、环保信用等机制；深
化公众参与，营造更加浓厚的共建共享氛围，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作战，上下联
动凝心聚力共护绿水青山，一幅天更蓝、水更清、
地更绿的生态画卷，正在古老的商都大地徐徐铺
展。郑州，正在以生态环境“含金量”提升发展

“含绿量”，让绿色成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
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

“挑大梁，走在前”。
本报记者 刘德华 裴其娟张潇

牢记嘱托续写生态文明华章

天蓝地绿天蓝地绿 城在山水诗意间城在山水诗意间

郑州黄河湿地公园郑州黄河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尖岗水库尖岗水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沿黄最美公路”S312省道 本报记者 马健 摄

郑州北龙湖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美丽晚霞 本报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