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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国之大者”，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宁，天下平。政府工作报告将构筑黄河
安澜屏障作为实施黄河国家战略的首要重点工
作。山东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副主任陈海峰委
员对此深有感触：“江河安澜，是人民群众的基本
诉求和利益所在，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支撑，是
打造‘幸福河’的首要保障和先决条件。”
　　去年黄河干流出现1985年以来最严重秋汛，
东平湖老湖持续超警戒水位25天。面对复杂严峻
的防汛形势，我省各级盯紧“不伤亡、不漫滩、
不跑坝”目标，抓住“精准预测、科学调度、主
动防守”三个关键，取得了抗洪抢险的全面
胜利。
　　“这次秋汛也暴露出我省黄河防汛的一些薄

弱环节，比如防灾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害预警监
测。”陈海峰发现，政府工作报告针对这些短板
弱项，一一作出了具体安排。
　　“以补短板为工作突破口，我们将高标准高
质量组织编制‘十四五’防洪工程、引黄涵闸改
建工程初设报告，力争初设获批并于下半年开
工。”他说，山东还将开展智慧水利建设，完成
“智慧山东黄河平台（一期）”建设，建立山东
黄河数字孪生平台，研发“2+N”（防汛、水资
源+其他）智慧化应用体系。
　　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山东水
资源时空分布极为不均，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
水、水质性缺水并存，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98

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6。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省南水
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原局长刘建良委员，多年来
一直关注水资源安全问题。“全方位贯彻‘四水
四定’，珍惜每一滴黄河水，农业要加快向节水
农业、旱作农业转变。我省是全国小麦主产区，
小麦灌溉消耗了大量水资源，应大力发展更多的
节水小麦、旱作小麦和旱作果蔬，在相关品种研
发上尽快行动，见到实效。”
　　他还建议，山地丘陵地区要多栽树多种草，
让洪水慢下来，平原地区要把坑塘、湿地等“天
然的盛水盆”恢复起来，既可以蓄积洪水，还可
以涵养土壤，弥补全省地下水超采问题。

  □ 本报记者 赵丰

  在山东科技大学副校长、山东环境
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张建委员手中的政府
工作报告上，“构筑黄河流域科创大走
廊”被着重圈了出来。“黄河国家战略
给山东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走在前’
需要科技创新‘走在前’，从科研角度
讲，就需要在创新平台建设上‘走在
前’。”
  张建注意到，有的沿黄省份正在建
设针对黄河国家战略的省实验室，打造
多领域、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型实验
研究平台。“不同高度的科研平台，其
人才政策、发展空间都是不同的，作为
比省重点实验室更高能级的省实验室，
能起到多兵种协同作战、不同层次的科
研人才协同创新的效果。”张建建议，
我省要建设针对黄河国家战略的省实验
室，以会聚高层次人才，让黄河流域科
创大走廊建设走深走实。
  “协同”二字，同样被省科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王春秋委员反复提及，其
目光投向的是沿黄各省区。“向科技创
新要方法、要答案，黄河流域科创大走
廊建设离不开沿黄各省区合力。”王春
秋说，去年12月，省政府与中国科协签
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将围绕创新驱动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等方面
加强合作。“下一步，省科协将充分借
力中国科协，更好地搭建沿黄省区科技
交流平台，强化科技合作的辐射作

用。”王春秋说。
  因为科技创新，在黄河流域这条科
创走廊上，黄河下游盐碱地正在成为一
块“希望之地”。目前，省黄三角农高
区已承担实施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
科院战略先导专项、中科院STS项目等
重大科研项目11个，开展了209个耐盐
品种（系）的选育、试验和示范，建成
了国内领先的三级育种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挖掘盐碱地开
发利用潜力，争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
技术创新中心。东营市委书记、省黄三
角农高区党工委书记杨国强代表说：
“我们将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东重要指示要求，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需求，突
出重点领域，加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创新
研发和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特别是发
挥省黄三角农高区优势，突出盐碱地特
色，在现有基础上，加强与中科院、中
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国家盐
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为重
点，推动‘平台、人才、项目、产业’
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国家盐碱地农业
创新高地和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地。”
  杨国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在“卡
脖子”技术攻关、盐碱地特色种业、种
质资源保护、盐碱地生态化利用、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攻坚突破，积
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综合利
用系统解决方案，为全国盐碱地综合利
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构筑黄河流域科创大走廊

“协同”是关键

　　□　赵洪杰

　　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走在前，是山东必须肩负起的重大使命和重要
责任。对此，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作出全面部
署，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具体安排，必将加快推
动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当前，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已进入纵深实施的关键阶段。在推动黄河国家战

略上走在前，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山东发展放
在全国大局中来思考和推进，树立更为广阔的流
域意识、空间意识、腹地意识，在落实国家战略
中“当先锋”“打头阵”，更好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
　　走在前，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正确处
理好保护和发展、发展和安全、当前和长远、全
局和局部的关系，深刻把握任务要求，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要突出构

筑黄河安澜屏障，突出集约节约用水，突出生态
保护修复，突出龙头作用发挥，加快释放国家战
略红利。要围绕打造生态保护样板区、长久安澜
示范带、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文化“两创”新标杆的目标，找准自身定
位，谋划特色路径，紧抓不放，持续用力，为开
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提供强
大支撑，为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作出山东应有
贡献。

■短评

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当先锋打头阵”

　　实施好黄河国家战略，生态保护是“先手
棋”，高质量发展是“必答题”。打造沿黄高质
量发展标杆，必须充分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
作用，推动“一群两心三圈”协同发展。
　　“何谓标杆？对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来说，就是要建设高标准规划、高效能服务、高
端产业集聚的一流开放创新载体。”济南市委副
书记，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边祥慧委员表示，去年起步区签约落
地30多个高端优质项目，总投资759 . 6亿元，黄河
济泺路隧道、凤凰黄河大桥建成通车，黄河体育
中心、黄河会展中心、黄河大道等重点工程强力
推进，发展活力加速释放，进入全面起势的新
阶段。
　　围绕“三高”目标谋划发展，边祥慧说，起

步区将着眼千秋大计、城市精品，推动规划编制
提档升级，持续深化“新区特办”机制，打造最
优营商环境。同时，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与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为主体，现代服
务业为支撑的“3+1”产业方向，加快引进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努力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上走在前、作示范。
　　区域协调发展，是打造标杆的重要标志。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突破菏泽、鲁西崛起。去年
12月，省发展改革委印发《菏泽鲁西新区发展规
划》，省级新区建设拉开大幕为突破菏泽带来重
大机遇。“新区建设，要一次性规划、整合到
位，3年内高标准配齐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5平方公里的临港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科
创产业、产城融合等10大产业聚集区，形成百亿

级乃至千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省一流的特色新
区。”张新文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构筑黄河流域科创大走廊，释放出以科技
创新赋能沿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作为全省首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
博兴县市场主体众多、创新创业氛围浓厚。“近
年来，我们强化政策集成，创优服务机制，支持
引导企业抓创新、重研发，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
62家，105家企业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博
兴县委书记高志国代表说，博兴将抢抓国家战略
机遇，建好用活创新平台，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
高成长性企业集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三链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支撑。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大力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下游的主要任务是推进湿地
保护和生态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
黄河下游生态廊道。
　　去年，我省集中开工了一批沿黄九市一体打
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暨生态保护重点项目。
菏泽市李村镇黄河生态提升项目，集沿黄风光、
民俗风情、农耕文化、历史印记于一体，已打造
成为独具特色的黄河风情景观带。
　　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代表说，作为黄河入鲁
第一市，菏泽高度重视沿黄绿色生态廊道建设。
“菏泽对沿黄4县区开展了国土空间论证，对东
明县实行‘北工南农’功能区规划，把工业限定
在北部5乡镇，南部9乡镇全部作为生态保护功能

区，努力为全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黄河下游
生态廊道建设探索路子。”
　　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重要枢纽。报告提出，要加强黄河干支
流生态保护，实施黄河入海口、东平湖、南四
湖、泰沂山区等重点区域保护修复工程。
　　“围绕东平湖沿岸综合治理，我们在全省率
先设立生态保护修复基金，开展了清网净湖、餐
船取缔等‘九大攻坚’综合整治，清理网箱网围
水面12 . 6万亩、砂场109处、沿湖违建447处，建
成沿湖生态隔离带74公里，东平湖水质常年稳定
在Ⅲ类水质标准。”泰安市市长张涛代表表示，
将继续提升泰山区域生态功能、加强大汶河流域
生态修复，持续推动东平湖区域生态治理。

　　按照规划，当前山东正统筹开展黄河三角洲
保护修复、重点区域生态治理、沿黄生态保护带
打造等工作，今年还将全力创建黄河口国家公
园，加快编制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保护与修复规划，促进黄河入海口生态环境
改善。
　　“全面建设黄河下游生态廊道，要以重大项
目为核心抓手。”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处副处长韩景敏委员介绍，我省将在黄河三角
洲开展互花米草治理、盐地碱蓬和海草床修复等
工程，组织实施“中国典型河口生物多样性保护修
复和保护区网络化示范项目”、沂蒙山区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国家试点工程等试点
示范项目，全力构筑黄河下游生态安全屏障。

              昂起龙头，打造高质量发展标杆

 盯住重点区域，全力打造“生态廊道”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毛鑫鑫 赵丰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提出的明确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并从加快构筑黄河安澜屏障、严格落实“四水四定”、
全面建设黄河下游生态廊道、积极打造沿黄高质量发展标杆四个方面作出详细部署。代表委员们表示，要坚
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推进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筑牢安澜屏障，管好黄河“水袋子”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坚定不移实施黄河国家战略

  鸟儿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流连栖息。（□资料图）

黄河口国家公园

如何高质量创建？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九曲黄河，蜿蜒万里，在入海口处
冲积形成黄河三角洲。这里是我国暖温
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高质量创
建黄河口国家公园，提高河口三角洲生
物多样性……”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全面
建设黄河下游生态廊道所作的安排，备
受代表委员关注。
  “如今，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国家公园居于主体地位，是我国自
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
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
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
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
同度高的显著特征。”东营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必昌代表说，作为全球新生
河口湿地的典型代表，黄河口保持了河
口湿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典
型性，具备创建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
条件。
  去年10月19日，国家公园管理局函
复省政府，同意《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
方案》，标志着黄河口国家公园从创建
准备阶段进入创建实施阶段。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到创建国家公园，在黄河三
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
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近年来，通过开
展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互花米草治理等
生态修复项目，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鸟的种
类由1992年建立自然保护区时的187种
增加到现在的371种。
  “保护三角洲，就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天然基因库，就是守护健康的河流
生态系统。”陈必昌认为，高质量创建
黄河口国家公园，须坚持系统思维，统
筹促进生态系统健康。要全面加强科研
合作，开展系统研究，启动建设黄河口
国家公园研究院、科研监测中心、综合
自然教育中心。用生态的办法治理生
态，持续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和互
花米草综合治理，推进实施水系连通、
河流沼泽湿地等重大项目。同时，还要

继续实施东方白鹳、黑嘴鸥、鹤类等关
键物种栖息地保护，加强原生植物群落
封育保护，丰富提高生物多样性，特别
是充分发挥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作
用，加强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更有针
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带来的不
仅是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的积极成效，生态自然保护的体制
机制也将发生改变。”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教
授桑哲委员，去年曾和相关专家一起到
黄河三角洲进行相关主题调研，他了解
到，我省已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8个自
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科学划定黄河
口国家公园范围35 . 23万公顷，“这就
有效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
管理的碎片化问题。”
  另外，桑哲认为，黄河三角洲湿地
生态保护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可
以整合全省乃至全国相关学科的优势科
研力量，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湿地退化
机制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助力进一步
加强生态修复，提高生物多样性。”
  高质量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农工
党山东省委专职副主委王军委员认为，
应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根据有
关方案，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
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
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
这就意味着国家公园建成后并非只能保
护、不可利用。”王军说，对应当保护
的区域，实行最严格保护；对可以利用
的区域，明确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实现
最有效利用。
  王军建议，要加强与周边社区共
建，研究设定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对国家
公园内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原居民，优先
选聘为生态管护员，引导其转产转业。研
究制定社区共建制度，通过国家公园入
口社区建设、特色小镇建设，保障社区
居民共享国家公园建设生态福祉的同
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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