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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河文化体验廊道行走，记者深切感受到沿线各地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的努力，黄河生态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

　　生态脆弱，是黄河流域的千年难题。“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古人的无奈叹息中，饱含多少期盼。新中国成立以来，沿黄各地积极加强水利建设，保护生态

环境。进入新时代，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开始书写崭新的篇章。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众多珍稀鸟类的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为进一步提升湿地修复和保护水平，东营市创新探索“黄河口湿地修复
模式”，有力促进了黄河三角洲“河—陆—滩—海”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记者 李广寅 报道）

让绿色成为

黄河流域最亮底色

　　□　周学泽

　　鸟和庄稼，能联系起来吗？回答是
“能”。因为黄河，他们有了千丝万缕
的联系。
　　3月13日，泰安东平摄影爱好者在
黄河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拍到40
余只大型涉禽，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
　　白枕鹤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不足万
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
种，属于湿地安全、动态变化最显著的
指示物种，被称作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旗舰种”。白枕鹤的飞来，见证了
山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成果。
　　其实，不只白枕鹤飞驻东平湖，
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2 年以来，鸟类数量由建区时的187
种增加到现在的 371 种， 2020 年以来
陆续发现了 3 种鸟类，保护区成了
“中国东方白鹳之乡”“中国黑嘴鸥
之乡”，而且还发现了主要生活在非
洲的火烈鸟。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先知，珍稀鸟
类飞驻山东，说明这里有了适合它们生
活的湿地场景，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水质
符合它们的“饮用要求”，这也为生活
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
　　人间四月，黄河大堤下的麦田一碧
万顷。 2022 年，山东提出“吨半粮”
生产能力建设，德州创出全国首个大面
积“吨半粮”示范区；今年省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2023 年整体创建一批吨粮
县、吨粮镇，支持德州、聊城等有条件
的市开展“吨半粮”产能建设，打造沿
黄“齐鲁粮仓”。建设“齐鲁粮仓”，
离不开科技、管理，更离不开黄河水的
滋养。
　　2022年7月，因为两年来黄河入鲁
水质始终保持在二类水质以上，山东作
为受益方，兑现河南省生态补偿资金
1 . 26 亿元。 2021 年，山东省与河南省签订《黄河流域
（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建立
了黄河流域的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水质下降一
级，河南给山东6000 万元；水质上升一级，山东给河南
6000 万元”，“以黄河干流刘庄国控断面水质监测结果
为依据”，形成了上下游同心协力保护黄河生态的新格
局，为流域治理提供了样板。
　　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而高质量发展又为
生态保护护航。黄河在山东境内河道全长628 公里，保
证这么长的河道“不污染”，必须在生产过程中解决好
污染问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山
东省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加快工
业污染治理，到2025 年，沿黄工业园区全部建成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以黄河流域为重点，推进全域“无废城
市”建设和“清废行动”。
　　在“鲁豫有约”成功运作的基础上，山东省内流域
治理迈出新步伐。 2021 年 9 月，全省301 个跨县界断面
全部签订横向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县际流域横向
补偿全覆盖。截至今年5 月底，各县（市、区）共兑现
2021年第四季度补偿资金3 . 24 亿元。
　　生态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和每个人的
生活质量紧密相连。鲁迅在《这也是生活》里曾写道：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鸟、庄
稼、水息息相关，也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白
枕
鹤
的
﹃
选
择
﹄与
德
州
﹃
吨
半
粮
﹄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等12个部门联
合印发《山东省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针对部分重大事项，明确具体攻坚完
成时限，为打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制定
“时间表”。
　　按计划，到2023 年底前，山东计划完成3
项主要攻坚任务：完成全部入海排污口整治，
基本完成黄河干流、大汶河流域、南四湖流域
内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完成沿黄9 市已
排查出的1109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东营市通过实施一系列湿地修复工程，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探索“黄河口湿地修
复模式”，有力促进了黄河三角洲“河—陆—
滩—海”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022 年，东营市投资6500 万元，新建、改
建引黄闸（船）6 座，将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的引提水能力从不足40立方米/秒提
升至131 立方米/秒，实现了从依靠黄河大流量
补水到全天候补水的转变。此外， 2022 年修
筑、恢复生态堤坝41 . 6 千米，夯实蓄水基础，
湿地水位得到有效调控和动态管理。
　　多番努力之下，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补水实现“引得出、送得到、蓄得
住”，生态补水量连创新高，近三年生态补水
突破4 . 8 亿立方米，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
成了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大湿地。
　　山东黄河水文信息综合平台，记录了过去
50 年来泺口站黄河每年平均含沙量的变化情
况。从1950 年至1999 年，每年平均含沙量大多
在15－40公斤/立方米之间；从2000 年开始，每
年平均含沙量普遍降至10公斤/立方米以下；近
年来，平均含沙量达到历史最低值，只有1 公
斤/立方米左右。这与黄河中上游的治黄举措息
息相关，但其中的山东贡献，也功不可没。

　　《山东省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中，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被列为六大行
动之一。
　　被称为“中国蔬菜第一县”的莘县，推行农药
处方制度，成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一招。
　　在莘县农业安全科技展示厅，讲解员操纵
农药处方系统，在录入系统的全县800多家门店
中随机选择了一家农资店，该农资店近三个月
采购的商品名称、数量、批号和生产厂家等信
息以及销售记录都一览无遗。
　　莘县综合农业执法大队中队长康书磊介
绍，农药处方系统的使用，首先可以保证辖区
内农资门店销售的农药化肥符合质量安全标

准，农民用到地里的都是合格的农药。其次，
根据处方科学规范用药，可以规避农药开具过
量、使用过量的情况。同时，首创于2018 年的
农药处方系统日渐完善，如今可以通过系统对
农资店的销售环境和仓储环节进行视频监控，
随时调取现场画面，实现 360 度无死角实时
监控。
　　“莘县产出来、卖出去的每批菜，都能够
追溯到源头，保证莘县的蔬菜都能达到合格的
要求，也为黄河保护尽到我们的努力。”康书
磊说。
　　在黄河文化体验廊道沿线，记者深刻感受
到，循环、绿色、节能、低碳，已经成为沿线
企业的共识。
　　悬在半空中的草莓是无土栽培，甜美可口
的樱桃四季都能吃上，鲈鱼养殖自动下料不需
要人工干预……走进聊城市茌平区信发现代农
业产业园，“大循环与小循环”的设计处处透
露着数字化、自动化、智慧化的力量。
　　草莓、樱桃、鲈鱼是这个园区的“三
宝”。虽然这是一个现代化农业产业园，但是
管理模式、技术手段和许多原材料都是信发集
团“工业反哺农业”的成果。产业园的不远处
便是信发集团，这是一家集发电、供热及铝深
加工等产业于一体的大型工业企业。
　　“信发集团最大的特点便是‘吃干榨
净’，从原料的输入到产品的输出，再到废品
的利用，我们都将这一原则体现得淋漓尽
致。”信发集团副总经理郭庆东告诉记者。在
信发集团，无论是工业和农业之间，还是在农
业产业园内部，“循环”的例子俯拾皆是：电
厂的循环水用于鲈鱼的养殖；电厂的余热用于
草莓和樱桃的种植；鲈鱼的内脏加工之后做成
樱桃和草莓的肥料；樱桃大棚以工业园区生产
的粉煤灰砌块为主要材料，与普通大棚相比，
保温效能提升60% ，抗灾强度提升10 倍，寿命
延长几十年；化工园区和农业园区之间连接了
管道，可以输冷、输热，樱桃实现反季节
生长。
　　清洁生产、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
效率，是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信发
集团推出的信源智能火车卸煤系统，上马了全
自动输储煤系统，建设了9 条铁路专用线。它
的最大特点是储煤全封闭、输煤高效率、卸煤
全自动，不仅避免了扬尘污染，还减少了煤炭
损失，实现了“进煤不见煤、输料不见料”的
清洁环保效果。“通过该系统，集团每年可减
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排放近2000 吨。”郭
庆东说。
　　溯黄河而上到东明县，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同样在绿色低碳发展中蹚出了新路。东明石化
劲海化工联合车间副主任司茂强向记者介绍，
目前东明石化正在全力推进的UPC 示范项目
（原油直接裂解制烯烃），研发的专用催化剂
属世界首创，技术水平国际领先。“这项技术
代表着石化产业‘少油多化’、绿色低碳发展
的重要方向。该技术的推广将对深入推进‘四
进四减’，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河流治理，道理亦
然。山东沿黄9 市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群众平
安幸福的大事，努力把母亲河变成一条人水和
谐的生态河、岁岁安澜的平安河和造福两岸人
民的幸福河。
　　要说保护治理黄河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比
曾长期被黄河水患困扰的滩区百姓体会最深。
　　实施黄河滩区迁建工程以来，被水患困扰
已久的滩区百姓实现了安居梦，“三年攒钱、
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的日子成为
过去，黄河滩正在变成幸福滩。但告别水患不
是终点，“搬得出、稳得住”，更要“能发
展、可致富”，如何做好黄河滩区迁建的后半
篇文章，鄄城县旧城镇六合新村提供了一个鲜
活的视角。
　　六合新村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黄河滩区迁
建展览馆，展示着黄河滩区百姓曾经的生活：
房子建在高高的房台上，晴天尘土飞扬，雨天
土路泥泞，一场洪灾过后，百里黄河滩区化作
一片汪洋。走出展览馆，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
象：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整齐排列，棋盘似的
街道宽敞整洁，小学、幼儿园、超市、酒店、
卫生室、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2020 年 9 月，三合村、毛洼、王庄、西周
楼、武西庄 5 个自然村的 2104 户滩区人家搬
迁，住进了新建成的六合新村，从此告别了心
惊胆战地躲避黄河水患的历史。
　　安居才能乐业。在鄄城永铭地毯有限公司
的车间里，十几名女工坐在垂满经线的织机
前，手指穿梭其间，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图纸
上的图案和编号，动作娴熟地编织。一张张价
值上万、即将远销欧美的手工羊毛地毯，在她
们的手中成型。一名女工告诉记者，自从村里
建了地毯生产车间，她就一直在这工作，“离
家又近，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 多元的工资，生
活比以前强上不知道多少。”
　　六合新村搬迁完成后，当地为推动搬迁新
村融合发展，利用创业车间和配套公建，引进
地毯、家纺等产业，鄄城永铭地毯有限公司正
是六合新村创业车间之一，公司总经理杨效强
介绍，车间为群众提供了30多个就业岗位。
　　有了六合新村搭建的舞台，羊毛编织技艺
这项拥有百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再
现生机。在六合新村的创业车间，杨效强还设
立了羊毛手工编织工艺培训班，为公司选拔、
输送人才的同时，也为更好地传承这门工艺创
造了便利条件。而在过去，安宁尚不能保，遑
论手工艺传统文化的传承。
　　许许多多过去难以想象、不敢想象的事
情，如今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2022 年，六合新
村党委通过党建引领推进土地流转，累计发展
黄桃种植1500余亩、中药材种植300余亩；引进
的产业在实现集体增收的同时，带动周边200余
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黄河行丨全国首创的农药处方，莘

县“中国蔬菜第一县”底气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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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河 行 丨
古 彩 戏 法 、
黄 河 号 子 、
老 扬 琴 … …
一 起 来 逛 非
遗大集！ 

　　□　王成新　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山
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院长

　　此次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着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协调并进的“山东实践”。山东各地从城
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从组织到个人，都在坚定做
“两山论”的具体实践者：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将
生态环境保护融入新城建设全过程，坚持以水定城、拥
河而立、河城一体，为大河之畔新城发展树立了山东样
板；菏泽市六合新村搬出沙窝窝，扛起“金扁担”，大
力发展滩区经济，向生态黄河要效益，昔日黄河滩正变
成幸福滩；信发集团从循环到绿色，能源、有色、化
工、环保四大产业科学衔接、织链成网，实现了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赢”，成为新时代的“卖
碳翁”……这些事例都生动彰显了山东在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的巨大成绩，以及让绿
色成为黄河流域最亮底色的决心和信心。
　　作为高校工作者，很高兴看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
不断改善，也享受到生态保护的福祉。近年来，山东师
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积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为贯彻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做好相关理论支撑和智库服务。希望全省沿黄各地更加
准确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切实把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在生态黄河、美丽山东
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擦亮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
态底色。

（□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整理）

扫扫码码阅阅读读
专专题题报报道道

展现“山东力量”

下足“河外功夫”

治河利民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