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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水沙调控是一项复杂的

治理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中水沙

调控与防洪安全也是重点环节，而身处黄河之源

的青海，面对因复杂地质条件带来的水土保持和

防 洪 安 全 的 独 有 问 题 ， 也 在 不 断 寻 找 “ 解 题 之

钥”。

湿地岸线修复、栖息地保护、水系沟通、清淤疏

浚……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让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德县芦花湾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水源涵养

能力不断增强。

不仅是芦花湾水生态湿地改造提升项目，作为

有着“天下黄河贵德清”美誉的贵德县，承担着我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大责任，水生态保护修复和

水土流失治理一直是这里治水的重点工作。

自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黄 河 保 护 法》 施 行 以

来 ， 保 护 力 度 的 加 大 ， 长 效 管 控 机 制 的 健 全 完

善，贵德县在全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的道路上加码加力，统筹实施东河、豆后浪河

水生态保护修复、芦花湾水生态湿地改造提升、

农春河河岸缓冲带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一体推

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项目，一系列措施，

不仅河道防洪能力大幅提升，河湖水生态环境也

得到有效保护。

加大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力度，我省抓住小

流域、坡耕地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淤地坝建设等，

去年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565 平方公里，并实施国土绿化提速、巩固

提升两个三年行动，累计绿化国土面积 198.18 万公

顷。

预 防 为 主 、 保 护 优 先 、 全 面 规 划 、 综 合 治

理 、 因 地 制 宜 、 突 出 重 点 、 科 学 管 理 、 注 重 效

益，我省的水土流失治理在大力推进小流域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工作的基础上，全面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走出一条具有自

身 特 色 的 路 子 。 眼 下 ， 青 海 大 地 正 逐 渐 染 上 绿

装，清水畅流，一幅新时代绿水青山的壮美画卷

铺展开来。

大河之源，碧流竞涌，奔腾不息的黄河，在青海

境内九曲回转，不断向下游输送清洁水源。《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行的一年里，黄河的保护

治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青海也将持续以法为剑，

坚决扛起“源头责任”，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征程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长治久安，
水土流失整治已见成效

对黄河流域来说，节水控水是一场深度攻坚战。《中

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后，沿黄九省区加大水

资源循环利用，节水行动贯穿社会发展各环节。

作为黄河源头的青海也不例外。

4 月 9 日，行走在古城西宁的宁湖湿地公园，早春的

花朵植被已经染上春色，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各类水鸟嬉

戏觅食，不少市民都举着手机拍摄这一和谐静谧的美

景。

作为西宁市人工建设湿地公园之一，宁湖湿地不仅

是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还承担着净化水质、涵养水源

的功能。从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尾水进入公园内建设的

潜流和表流湿地，经填料和植物作用后，达到净化水质

的效果汇入湟水。因此，宁湖湿地已成为集防洪、灌溉、

改善水生态环境为一体的综合湿地公园，与西宁市海湖

湿地公园、北川河湿地公园一起，为改善湟水流域水生

态环境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何净水、如何用水，西宁市在水资源利用上有着

自己的发展方式。在积极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前提

下，以农业灌区提档升级为牵引，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同

时大力实施工业节水工艺改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95%以上。并加快补齐湟水流域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短板，西宁市区污水日处理能力由 2023 年

初的 39.75万吨提升至 59.75万吨。

2023 年，西宁市成功入选“国家节水型城市”，被生

态环境部评选为全国第二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城市，闯出了一条青藏高原半干旱重度缺水地区，可操

作、可复制、可推广，具有西宁特色的节水实践之路。

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的重要章节，

量水而行、节水为重，更是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

则。

为此，青海以黄河保护法施行为契机，落实“四水四

定”原则，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从农业节水增效、工业

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一体推进，倒逼“两高一低”项

目得到全面遏制，落后产能加快淘汰。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针对水资源短缺这

个最大矛盾，对用水总量控制、强制性用水定额、水资源

配置工程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以法律法规为总方向，

去年，全省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65 万公顷，实现节

水 3961.34 万立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提升至 92.7%，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总体降至 9%
以下。并建成各类节水载体 1650 个，24 个县区被水利部

命名为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县。”程鹏介绍。

抓节水、控取水、减排水，青海省推进黄河流域深度

节水控水、限制高耗水项目，建立起覆盖主要农作物、工

业产品和生活服务业用水定额标准体系，促进农业、工

业、城镇生活等重点领域节水，为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

和发展贡献青海力量。

节水控水，
水资源利用统筹兼顾

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之后第
二部流域法律。在这部专属法律的护
航下，作为黄河源头的青海以法为剑、
以心为盾，以其坚实的步伐,走过了黄
河保护法宣贯落实一周年。

“一部大河流域的法律，必然要强
化整体观念，才能保证‘一张蓝图绘到
底’。”黄河保护法中“明令禁止”条款17
处，“不得”行为条款10处，“严格”控制、
限制条款16处，还有刚性约束、强制性、
红线、底线、上线、准入清单、负面清单、
淘汰类目录等条款，黄河保护治理，在
这一年有了更多“铁规矩”“硬杠杠”。

“‘一泓清水入黄河’是一项民生
工程，作为一河之长，虽然工作内容不
多，但责任重大。”西宁市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北川河桥头镇园南社区段河
长白艳花说起自己的河湖长工作来认
真又严肃，捡垃圾、讲法律、做监督，看
似简单，对于她来说每一天的巡河都
是不能马虎的。

在青海，这样的河湖管理人员有
1.59 万名，他们在守法、普法、监督的
路上辛勤付出着。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无论
是黄河岸边生活的农牧民，还是在巡
护一线的河湖长，无论是基层单位的普法用法，还是
上级政府严格把关，从干支流到左右岸，在法律的刚
性约束下，“保护黄河生态”已经是作为源头省份青海
的共识，深深嵌入发展的方方面面。

这一年，普法宣传步履不停。从走出去入村进校
宣讲到请进来共建共学，保护黄河、发展黄河的队伍
愈加壮观。

这一年，青海黄河流域的执法建设稳中奋进。各
相关单位、人员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学
习，以考代练，人人致力于成为普法、用法能手，以学
习和实践为线索，不断推动着执法人员个人素养和懂
法能力齐头并进。

黄河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成效已经显现，循法而
治，以法治力量守护母亲河，正在成为亿万人民的实
践。我们也作为忠实的大河守护者，不断传唱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的青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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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冰雪中流出，汇集千万条溪涧河川，
穿越我国九省区滋养着中华文明。

青海是黄河发源地，境内黄河干流长度1694公里，占黄
河总长度的31%，多年平均出境水量达264.3亿立方米，占全
流域径流量的49.4%，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肩负着源头
安全的重大责任。作为源头地，青海的黄河流域始终是发
展、保护生态的主战场。

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
行，九曲黄河走上了从“无法可循”到“有法可依、循法而治”

的良性轨道，青海的黄河源头保护也按下快进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我们践行着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加
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黄河源头的生
态环境在持续改善，珍稀野生动物数量显著增加，书写着人
依河生、河因人美的生态答卷。

这一年，黄河生态安全的保障有了更加明确和有力的法
律依据，也为青海在法治轨道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黄河干流出境水质保持Ⅱ类，水质状
况优，青海黄河流域共抓保护、协同治理在有法可依的新阶
段持续向好发展。

本报记者 王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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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三江源腹地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

源涵养功能区，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春过后，随

着气温回暖，果洛州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境内黄河支流格曲河

穿越草原和城镇，涓涓东流。

4 月 9 日一大早，昂保站在河边仔细巡视着河道，捡拾垃

圾、查看有无污水排放……在黄河源头长大，如今作为生态管

护员的昂保已经习惯了每日到河道边转一转，亲身参与黄河生

态的保护，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光荣又有责任感的事。

“以前有人在河道乱扔垃圾、放生外来鱼种，这些行为都会

破坏黄河水源，那时候只能及时制止，并进行口头劝告和教

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行以后，我们会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黄河，有了更加明确和有力的法律依据，工作更有底

气了。”昂保说。

如今，生活在黄河源头的牧民群众已由生态利用者变成生

态守护者，依托“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生态管护

员成为守护源头的重要力量，这其中，也通过壮大马背河湖长、

摩托车巡护队等志愿队伍，常态化清洁河湖环境和巡逻检查，

维持着河湖天然状态。

在昂保忙着河道巡视的时间里，流经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境内的黄河二级支流北川河边也逐渐热闹起来，北川河

桥头镇园南社区段河长白艳花和志愿者穿上红马甲，带上清理

工具开始一天的巡河工作。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河道治理，白艳

花边清理垃圾边与来往的老百姓聊天普法。“住在这里的老居

民都记得河道过去就像个垃圾场。”白艳花回忆起从前无奈地

摇了摇头。

垃圾清理、河道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一系列的保护措

施让曾经污染严重的北川河变成了现今水清岸绿、水鸟怡然的

美丽河，在各个河湖长的监管和带动下，保护环境的理念蔚然

成风，“我们把严禁乱扔垃圾等规定写进了社区居民公约中，并

提倡居民共同监督管理河道。许多居民主动担任志愿者，没有

报酬，但保护母亲河却也乐在其中。”白艳花说。

“河湖长制”就是“责任制”。作为完善水治理体系的重要

举措，河湖长制不断提高江河湖库法治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在

青海，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让这里河湖保护法治化建设，立起

了规矩，划出了红线。

因河施策、精准发力，我们积极搭建“河湖长+检察长”“河

湖长+林草长”协作机制，目前，1.59 万名河湖管理员实现与森

林、草原、湿地管护员岗位整合，“流域+区域”协同治理水平显

著提升。

与此同时，农牧执法部门与河湖长相辅相成，开展巡护执

法、普法宣传，为黄河保护加上又一层“防护网”。

前方由生态管护员和执法部门巡护源头生态，后方更有信息

化手段为黄河保护保驾护航。通过“青海生态之窗”系统布设的

76个点位，我省实现对黄河流域青海段重点流域的实时监测。

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处长程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

保护法》‘对症施治’，就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流量等作出全

面规定，它也是对政府责任要求最多的法律之一，大大提升了地

方政府生态治理保护的积极性。一年的时间里，青海黄河流域

的保护有法可依，我们在守水、治水路上走得更有底气。”

从护河前方到信息化的后方，再到水利、公安、司法、检察

等部门联合协手，全省各地党委政府、河湖长、责任部门按照责

任分工，各负其责、协作配合，形成强大的治水护水合力，在有

法可依的当下，青海黄河流域条条河流有人看、有人管，保护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青海人民的共识。

良法善治，
河湖卫士汇聚守护合力

河湖长日常工作河湖长日常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广涛陆广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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