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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藏高原积聚冰川细流，一
路蜿蜒向东，穿越黄土高原，横贯
中原大地，万壑归流，浩浩荡荡，
千里奔涌，流入茫茫大海。千百年
来，奔腾的万里黄河哺育着中华民
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这条流经我国 9 省区、全长
5464公里的全国第二长河，流域
省份总人口占全国30.3%，城区生
产总值占全国26.5%。

黄河用仅占全国2%的水资源
量，承担全国 12%的人口、15%
的耕地以及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
水任务，考验着黄河治理者甚至整
个中华民族的智慧。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
治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
9月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定下的重大原则。

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再
次强调：“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
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作为黄河源头地区更是重中之
重。“源源不断才能源远流长，涵
养水源是黄河保护治理的首要问
题。”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表示，

“黄河之水天上来”，用现代眼光来
看，这个“天”就是生态环境。

而作为黄河上游的三江源、甘
南等水源涵养重点生态功能区，是
黄河的发源地和重要水源补给区，
在维系黄河流域乃至国家水资源和
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020年 9月 3日至 11日，全
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黄
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专
题调研组赴甘肃、青海开展实地
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何
维分别率队参加甘肃段、青海段
部分调研。

从甘肃到青海，从“黄河首
曲”到三江源地区，调研组驱车
2000 多公里，翻山越岭长途跋
涉，克服高原反应，调研组深入农
村、牧区，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
的生态保护贡献智慧。

退化趋势初步遏制

兰州，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
会城市，也正因为这黄河，让兰
州人多了几分自豪。沿黄河两
岸，兰州开通了一条东西50多公
里的滨河路，并打造了全国唯一
的城市内黄河风情线，被称为兰
州的“外滩”。

调研组的行程也从兰州开始。
在黄河岸边，几位市民正在唱

歌，李斌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老乡，经常到这边来吗？”
“我们都是老年合唱团的。我

住得离这边还有段距离，但我很喜
欢这里，每天都来，在母亲河边唱
红歌，非常开心。”已经退休的靳
阿姨说。

“习近平总书记来过这里，走
的就是这条路。”老年合唱团团长
王根学很自豪地说。

让靳阿姨和王团长更为自豪
的，还有这黄河水。“前两天因为
下雨，水有点黄，其实平时水都挺
清的，是不是没想到？”

考察了黄河兰州段水土保持和
污染治理情况，看了兰州市南北两
山绿化工程，李斌不由感慨：“生
活在这里，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

调研组继续沿着黄河溯流
而上。

玛曲，意为“孔雀河”，即
黄河的意思，位于甘南藏族自治
州的玛曲县也是全国唯一以黄河
命名的县。

黄河由巴颜喀拉山发源后，自
青藏高原一路向东南流去。行至玛
曲时，遇到了来自四川北部高山的
阻挡，于是河水掉头流向西北，形
成了罕见的180度大转弯，所以这

里被称作黄河第一曲，
玛曲也就被称为了“黄
河首曲”。

调研组到达阿万仓
草原时，刚刚下了一场
小雨。雨后的草原，云
雾升腾，不远处的黄河
之水弯弯曲曲，延展向
无尽的远方，成群的牦
牛在草原上悠闲地吃
草，如诗如画。

“太惊艳了，没想
到这儿的水草会这么丰
美。”委员们纷纷表示。

也难怪委员们惊
叹，前些年“黄河上游草
原遭遇鼠害，千疮百孔”
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

媒体报道称，成群
的老鼠公然在行人面前
啃噬草叶、掘洞翻土，
时常有老鼠被过往车辆
轧死在路边，其洞穴密
密麻麻如蜂窝，危及到
了黄河上游的生态平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会副总工程师刘晓燕
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情
况。

因为工作关系，刘
晓燕多次到黄河源头来
考察，让她记忆深刻的
是2001年和2002年。

“那两年到这里，
一路上都很难受，因
为能看见很多鼠类，
一般情况下，植被越
差的时候它们的数量
就越多。可以说，草
地满目疮痍。”刘晓燕
说。

但这次的黄河源头
之行让刘晓燕惊喜连
连。

“我多次来到黄河
源头地区，这是最好的
一次，这里的环境已经
快恢复到上世纪80年
代的水平了。”刘晓燕
说。

“ 呀 拉 索 ， 这 就 是 青 藏 高
原 ……”在三江源地区的牛头碑前，
刘晓燕深情地唱起了歌，热泪盈眶。

感慨的不止刘晓燕。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杨

卫和青海有着不解之缘。45年前，
他曾在青海省共和县生活了两个月
的时间。

“近20年来，我至少来甘肃、青
海各10次以上，眼看着两省的生态
环境呈逐年改善态势，尤其是这次，
感觉已经快和几十年前的水平差不多
了。”杨卫说。

有数据为证。
黄河源头地区林业生态保护得到

加强，2000年至2018年，森林面积
净增134万亩，森林蓄积量净增54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提高4.53个
百分点,达到24.38%。

尤其是自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
建设工程二期工程实施以来，三
江源地区森林覆盖率由 4.8%提高
到 7.43%，草原植被盖度由 73%提
高到 75%，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
率由 45%提高到 47%，湿地面积
有所增加，藏羚羊数量由上世纪
80年代的不足 2万只恢复到 7万多
只，雪豹、白唇鹿等濒危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显著增加，区域生态保护
成效初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协助推黄
河生态保护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就在调研组开始调研的前一天，
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商研讨会在兰州召
开。在此前，全国政协人资环委积极
搭建协商平台。近两年，河南省、山
东省政协分别主办了沿黄九省（区）
政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协商研讨会第一、第二次会议，会议
形成的《关于将黄河生态带建设列入

国家战略规划的建议》提案和《关于
促进沿黄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提案分别被列为全国政协2019
年度、2020年度重点提案，有力推
动了相关工作。

“沿黄九省（区）政协聚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
论证，精准协商建言，广泛凝集共
识，汇聚起强大合力。”李斌在会上
表示。

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

早晨漫天大雪、中午艳阳高照、
晚上又大雨倾盆，一天见四季，在黄
河源头地区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也正是因为黄河上游地区特殊的
地质、地貌、气候条件决定了其生态
修复治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注定
该地区的生态修复治理难度大。

“看前方，有块沙地。”在青海省
调研的路上，委员们一刻也没闲着。

全国政协委员马全林立刻查阅了
这块沙地的资料，地图上显示，沙地
的面积并不容乐观。

从长期系列水文资料看，近10
年，相同降雨情况下黄河源区的产
流水平虽较上世纪 90年代和 21世
纪头 10 年有所提高，但仍没有达
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平。

一方面高原冰川持续性衰退降低
了源头区河川径流的持续补给能力，
另一方面林地草场和湿地的退化也导
致对径流调节能力的降低。

尽管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初步遏
制，但显然“革命尚未成功”。

青海省相关部门也坦言，源头区
还有不小规模的人口分布、农业牧业
生产活动和其他不符合源头区生态保
护功能定位的不合理人类活动，对自

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和扰动程度仍然很
高，人地矛盾依然突出。

在调研组出发之前的座谈会上，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曾表示，甘
肃、青海两省天然草地出现不同程度
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超载过牧，目前两
省平均超载率仍在10%~15%之间，
生态修复治理难度大，青海省沙化土
地治理率 0.46%，荒漠化治理率仅
0.27%。

“一些地区养畜过多、超载过
牧，不是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而是一方人退化了一方水土。”委员
们表示。

在甘肃的太子山水源涵养区，部
分基层保护力量不足也引起了调研组
的注意。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机构改革
后未设专门的林草管理部门，以至于资
源保护、政策法规落实、防治病虫害、预
防火灾的人员及其能力明显不足。”

“这说明森林、草原、河湖、湿
地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力量薄
弱。”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人资环
委副主任任亚平说。

太子山的情况并非个例。
据了解，目前，全国超一半以上

的县没设林草机构，以甘肃省为例，
全省86个县（区），保留了独立机构
的仅有32个，占37.2%。

在调研的过程中，委员们对各部
门提交的材料也认真研究，发现不同
部门的研究成果还有些差异。

“这说明，黄河上游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与气候变化特别是降雨、径
流的关系，以及黄河水沙关系长期演
变趋势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需要进一
步深化研究论证。在工农业节水、水
安全、生态环保、植被恢复及种质资
源等方面的科技支撑作用明显不
足。”委员们表示。

绿色发展有所为 有所不为

“黄河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
久久为功的过程。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这一要求，关键是要牢固树立保
护优先的意识，全力以赴‘保’，系
统全面‘治’。”李斌说。

何维也指出，在切实保护好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的同时，立足自身优
势，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要认真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强化制度机制创新，不断建立和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形成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治理的整体合力。

“在全球变暖、冰川快速消融的
背景下，抓住窗口期积极改善黄河上
游的生态环境。”杨卫表示，“当前因
全球变暖导致的冻土带和冰川消融在
短期内会增加黄河上游的来水，之后
随着冰川融水逐步减少，负面影响也
将逐步显现。我们应强化危机意识和
战略预判能力，抓住近一二十年冰川
融水增加的时间窗口，下大力气构建
完整、稳固的生态环境系统，切实改
善黄河上游地区的区域气候和环
境。”杨卫说。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光伏发电园区里，放眼望去，一排排
蓝色光伏板排列整齐，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

全国政协委员谷树忠对此大为赞
赏。在他看来，在黄河上游地区就是
要打造适合的高原特色产业，推进黄
河源区高质量发展。旅游业、新能源
产业等均是能够兼顾生态保护和资源
利用的新型产业。

绿色发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委员们同时建议一定要慎重在黄

河上游生态脆弱区建设开发大型梯级
水电站，这将对黄河上游的地理风貌
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应加强科
学论证，慎重建设开发。

“要统筹考虑黄河水源涵养区水、
地、山、草、林、气候气象、沙土流失、湖
泊湿地等差异区别，从区域、流域特点
和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来采取分类措
施。”全国政协委员凌振国建议。

水利工程在保护黄河上游水源涵
养区中也必不可少。

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的成功经
验，为西线工程的规划、建设、运行积
累了宝贵经验。委员们建议进一步深
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研究，加强规划
方案论证和比选，尽早决策。“黄河流
域水资源十分匮乏，实施南水北调西
线工程是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自然禀
赋较差的关键之举、根本之策，也有利
于拉动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

值得高兴的是，在南水北调东中
线全面通水6周年之际，水利部表示，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前期工作正稳步推
进。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论证通过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复审。

“黄河天然降雨年际间丰枯悬
殊，但只有龙羊峡、小浪底和刘家峡
水库具有较大调蓄能力，远不能实现
所有洪水资源化利用。建议尽早开工
建设古贤和黑三峡水库，可为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调水、充分利用雨洪资源
提供调蓄库容，也为调蓄黄河丰水年
径流和应对连续干旱提供必要的支撑
保障。”刘晓燕建议。

根据调研组各位委员及专家的建
议，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完
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黄河上游水源
涵养区生态保护的调研报告》，并报
送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在报告上批示：政协的调研
很深入、扎实，所提的7项建议措施
对提高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具有很
强的建设性和针对性。

“人民政协在推动黄河保护治理中
具有独特优势。要进一步把握历史方
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切实把助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责无旁贷、
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李斌表示。

黄河有水黄河有水““天天””上来上来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黄河上游水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源涵养区生态保护””专题调研纪实专题调研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菡王菡娟娟

为全面提升森林和草原等生态
系统功能，进一步压实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
主体责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 提出，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是推行林长制的责任主
体，要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安
排，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到2022年
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

如何理解林长制？为何要出台
《意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
记、局长关志鸥进行了相关解读。

“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期，中
央决定全面推行林长制，这是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林草事业高质
量发展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
将为保护发展林草资源提供强大的
制度保障。”

据关志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的林草生态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国森林覆
盖率23.04％，低于全球30.7％的平
均水平，特别是人均森林面积不足
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 1/3。总体而
言，我国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
质量不高、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脆弱
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生态产
品短缺依然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
的突出问题，所以在继续加大林草
生态建设的同时，必须构建最严格
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是构建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 年以来，安徽、江西在全国率
先探索林长制改革，建立以党政领
导负责制为核心的保护发展森林资
源责任体系。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3个省区市开展林长制改革试点。

伴随着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再
加上一些已经推行林长制的地区，
以林长制为基础，因地制宜推出

“林区警长制”“林长+检察长”“民
间林长”等系列新制度，形成了保
护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释放
出良好的治理效能。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生态文明
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将有效解
决林草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问题、长
远发展问题和统筹协调问题。”

关志鸥解释说，林长制是以保
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为目标，以压
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责任为核心，
以制度体系建设为保障，以监督考
核为手段，构建由地方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担任林长，省、市、县、
乡、村分级设立林 （草） 长，聚焦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
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属
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
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

根据《意见》，将各级林长明确
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使保
护发展林草资源的责任由林草部门
提升到党委政府，落实到党政领
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
职追责。“这是林草资源保护发展责
任制的突破和升级，从根本上解决
了生态保护责任模糊、‘谁管谁都不
管’的问题。”

关志鸥认为，随着林长制全域
覆盖，将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将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
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从根本
上解决保护发展林草资源力度不
够、责任不实等问题，让守住自然
生态安全边界更有保障。

关志 鸥 表 示 ， 下 一 步 ， 国 家
林 草 局 将 设 立 林 长 制 工 作 办 公
室 ， 印 发 贯 彻 落 实 具 体 实 施 方
案 ， 指 导 推 动 各 地 建 立 林 长 会
议、信息通报、工作督察考核等
制 度 。 同 时 ， 将 按 照 中 央 要 求 ，
制定督察考核办法，强化对省级
总林长责任落实的监督考核。地
方各级林长的考核结果要作为党
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职
尽 责 不 到 位 的 将 严 肃 追 责 问 责 。
国家林草局将对各省区市林长制
落实情况进行通报，协调解决林草
资源保护管理的重点难点问题。

“林长”来了
国家林草局局长关志鸥
解读林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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