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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际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解振华

【编者按】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ꎬ明

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ꎬ为加强黄河生态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主题为“构建共谋共治共建共享新格局ꎬ谱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际论坛在济南举行ꎮ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

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ꎮ 解振华指出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关键是做

好“水资源保护”这篇大文章ꎻ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绿色低碳转型ꎮ 我刊特刊发全文ꎬ以飨读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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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本文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于济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国际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祝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际论坛召开ꎮ 借助这个平台ꎬ我愿意同各位分享

以下看法:
第一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

大国家战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ꎬ黄河流域是华夏

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ꎮ 毛泽 东 同 志 在

１９５２ 年提出 “我们治理黄河ꎬ使黄河为人民造

福”ꎬ还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

大号召ꎬ党和国家始终把这项工作作为治国兴邦

的大事来抓ꎮ 经过多年的治理ꎬ黄河安澜ꎬ河水变

清ꎬ荒漠显绿ꎬ生态趋好ꎬ黄河流域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ꎬ就黄河流域重

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ꎬ是重大国家

战略ꎬ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ꎬ促进全流域高

质量发展ꎬ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ꎮ 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ꎬ提供了根本遵

循ꎬ也为黄河流域 ９ 省区的 １ ６ 亿人民创造了加

快转型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ꎮ
第二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关键是做好“水

资源保护”这篇大文章

当前ꎬ黄河流域面临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
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民生发展不足、区域发展不平

衡等突出问题ꎬ还面临气候变化极端气候带来的

洪涝、干旱等风险ꎮ 应对黄河流域面临的诸多挑

战ꎬ其中水资源是最大刚性约束ꎬ这是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ꎮ
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就是水资源短缺ꎮ 生态

保护的关键就是解决水的问题ꎮ 一是要坚持生态

环境的完整性、系统性ꎮ 把黄河由源头到入海口

的整个流域看作一个大系统ꎬ统筹谋划上中下游、
干流支流、左右两岸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节

约、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保护ꎬ搞好顶层设计、规
划ꎬ落实到功能区和建设项目ꎬ维护全流域的生态

平衡ꎮ 二是要科学用水ꎮ 优化全流域水资源分

配ꎬ留足生态用水ꎬ科学分配生活、生产用水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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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量水而行ꎮ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ꎬ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产ꎮ 四是要大力节水ꎮ 将节水

作为约束性指标ꎬ有序退出并严格限制高耗水行

业ꎬ用市场手段倒逼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

集约转变ꎮ 五是提高水源涵养能力ꎬ增加林草植

被ꎬ科学调控水沙关系ꎬ加强水土保持ꎬ强化环境

污染治理ꎮ 总之ꎬ应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在保护、
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ꎬ着力保障黄河长治久安ꎬ
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ꎬ优化水资源配置ꎬ促进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ꎮ
第三ꎬ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绿色低

碳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ꎬ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ꎮ 这是为履行«巴黎协定»确定的提高自

主贡献力度ꎬ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２℃ 以内、争取

１ ５℃目标要求作出的重大宣示ꎮ 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 ２０３５ 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ꎮ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ꎬ从碳排

放达到峰值到碳中和即净零排放ꎬ欧洲要 ６０ 年左

右时间ꎬ美国要 ４５ 年ꎬ而中国则需要 ３０ 多年ꎮ 我

们实现这一目标ꎬ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ꎮ 但对

我们来讲也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加速转型的极好机遇ꎬ可以倒逼绿色低碳转型和

技术创新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ꎬ培育新的产业ꎬ扩
大投资ꎬ创造巨大的市场ꎬ增加就业ꎬ完全符合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ꎮ
怎么办? 我们将采取节能和提高能效ꎬ优化

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氢能ꎬ调整产业结

构、促进工业升级ꎬ推动绿色建筑、绿色智能交通

和电力、氢燃料汽车发展ꎬ建设低碳智慧城市ꎬ发
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ꎬ推动低

碳零碳负碳技术创新ꎬ发展绿色金融ꎬ建立配套经

济政策ꎬ运行完善碳价机制和碳市场ꎬ增加森林碳

汇等多方面政策行动ꎮ 这些措施和行动ꎬ世界各

国根据国情大同小异ꎬ已经形成共识和大趋势ꎬ必
将推动全球开展新一轮技术和产业绿色低碳化的

竞争ꎮ 中国应当走在前面ꎮ
“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十年是全国也是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ꎬ是我

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以及全球

实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目标的重要时期ꎮ 应

当把 ２０３０ 年、２０３５ 年、２１ 世纪中叶的国家现代化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

型目标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结

合起来ꎬ根据黄河流域实际ꎬ坚定走疫情后绿色低

碳高质量复苏的道路ꎬ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粮
食、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多领域协同

增效和全流域可持续发展ꎮ
黄河流域绿色低碳转型首先是在能源转型上

下功夫ꎮ 一是控煤ꎬ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ꎬ严格

控制新增煤电规模ꎬ加快淘汰落后机组ꎮ 二是发

挥黄河流域日照充足、风力充沛、土地资源丰富的

自然资源优势ꎬ发展风电光伏可再生能源ꎬ发展绿

电制氢ꎬ加强清洁能源外送ꎮ 三是推动工业、建
筑、交通转型升级创新ꎬ发展新基建、循环经济、节
能环保产业ꎬ建设绿色发展、低碳智慧、气候韧性

的沿黄城市群、产业体系和交通网络ꎬ倡导绿色低

碳节约的生活方式ꎬ保障粮食安全ꎬ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ꎬ让全流域老百姓得到实惠ꎬ
讲好黄河故事ꎮ

山东省是黄河沿岸的经济、产业、人口大省ꎬ
也是用水、用能、环保大省ꎮ 一直以来ꎬ山东省在

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对气候变化、循环经济、绿
色低碳转型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和最佳

实践ꎬ在黄河流域走在前列ꎮ 我们相信ꎬ山东省

将继续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龙头ꎬ争取做得更好ꎬ让黄河沿岸人民群众从中

受益ꎬ为全国、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

方案ꎮ
希望通过此次论坛对话交流ꎬ学习借鉴中外

各方大江大河治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成功经验ꎬ助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ꎬ助力我国和全球绿色

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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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启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生态环境部以视频方式启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ꎬ就推进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工作进行部署ꎮ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出席启动会并讲话ꎮ
会议指出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ꎬ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ꎬ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ꎮ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ꎬ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ꎬ是从

源头推动污染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ꎬ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基础性工作ꎮ
会议强调ꎬ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ꎬ但生态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繁重ꎬ必须扎扎实实推进各项

工作ꎮ 生态环境部 ２０１９ 年以来先后开展了长江、渤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以及黄河入河排污口试点排查ꎬ为开展黄河

全流域排查整治打下了基础ꎬ积累了经验ꎮ 在黄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中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ꎬ各级地方政府

要坚决扛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主体责任ꎻ要周密组织实施排查ꎬ做到应查尽查、有口皆查ꎬ实现全流域入河排污口

“一本账”“一张图”ꎻ要继续强化技术帮扶ꎬ让专家深入一线ꎬ提供技术指导ꎻ要严守工作纪律ꎬ做好疫情防控ꎮ
会议明确ꎬ此次排查整治范围确定为黄河干流(从青海河源至山东入海口)和渭河、汾河、湟水河等重要支流ꎬ

涉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９ 省(自治区)５４ 市(州、盟)ꎬ排查岸线(两侧岸线)全长

１ ９ 万公里并覆盖河岸两侧 １ 公里区域ꎮ 同时ꎬ综合考虑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差异ꎬ生态环境部将有序推进排污口

“排查、监测、溯源、整治”ꎮ 计划 ２ 年时间完成全流域排查ꎬ到 ２０２５ 年底前基本完成排污口整治工作ꎮ 通过排查整

治ꎬ将构建具有入库、管理、查询、统计、分析、共享等功能的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大数据系统ꎬ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监管效率和水平ꎮ
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ꎬ山西、内蒙古、四川、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生态环境厅和相关地市(州、盟)人民政府及

生态环境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ꎮ (转自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布)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