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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水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推动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ꎬ我刊特此转发«人民日报»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刊载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钱勇执笔的«对治水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一文ꎬ以飨读者ꎮ

文章指出ꎬ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ꎬ事关国家发展全局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基础性保障

性作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ꎬ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更加

注重理念引领、建章立制、统筹推进ꎬ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显著ꎬ充分彰显我们党对治水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新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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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ꎬ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大计ꎮ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ꎮ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全面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ꎬ作出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决策部署ꎮ 这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蕴

含着对治水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ꎬ有力

推动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取得

新进展ꎮ

１　 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关乎国家发展

全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ꎮ 人类文

明几乎都起源于大江大河ꎬ沿河流繁衍发展ꎮ
“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
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

护治理ꎬ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建设和保护ꎮ”加强大

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ꎬ关乎国家发展全局ꎬ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基础性保

障性作用ꎮ

１ １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

大计

　 　 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ꎬ哺
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ꎮ 大江大河以百折不挠的磅

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ꎬ是中华

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ꎮ 生态兴ꎬ则文明

兴ꎻ生态衰ꎬ则文明衰ꎮ 古代黄河流域的河西走

廊、黄土高原都曾经水丰草茂ꎬ由于毁林开荒、乱
砍滥伐ꎬ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ꎬ加剧了经济衰

落ꎮ 唐代中叶以来ꎬ我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

转移ꎬ很大程度上同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变迁有

关ꎮ 历史证明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必须加强

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ꎬ保护好我们生存

发展的生态根基ꎮ
１ ２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

动力

大江大河以水为纽带ꎬ连接上下游、左右岸、
干支流ꎬ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ꎬ至今仍是连接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ꎮ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１１ 省份ꎬ横跨我国东中西三

大板块ꎬ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ꎬ生态地位突出ꎬ发展潜力巨大ꎮ 黄河流域既

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ꎬ又是重要的能源、化
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ꎮ ２０１８ 年底ꎬ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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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省份人口约占全国的 ３０ ３％ꎬ地区生产总值约

占全国的 ２６ ５％ꎮ 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

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ꎬ通过点上的实质性

突破带动面上的整体性推进ꎬ有利于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

进步ꎮ
１ ３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

大江大河拥有庞大的河湖水系ꎬ独特完整的

自然生态系统ꎬ强大的涵养水源、繁育生物、释氧

固碳、净化环境功能ꎬ是珍贵的生物基因宝库ꎬ也
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ꎮ 长江流域地跨热带、亚
热带和暖温带ꎬ涵盖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

样性优先保护区域ꎮ 长江流域还分布着众多国家

级生态环境敏感区ꎬ建立了大量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ꎮ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五大沙漠沙

地ꎬ沿河两岸分布着东平湖和乌梁素海等湖泊、湿
地ꎬ河口地区有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和最年轻

的原生湿地生态系统ꎮ 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

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ꎬ拥有三江源、
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ꎮ
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ꎬ有助于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ꎬ切实守住自然生态安全

边界ꎮ

２　 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的主要

做法及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要坚持保护优先ꎬ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ꎬ加强

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ꎬ统筹水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的变化ꎬ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

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显著成效ꎮ
２ １　 更加注重理念引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ꎮ 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

期ꎬ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ꎬ共抓

大保护ꎬ不搞大开发ꎮ”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ꎬ重在

保护ꎬ要在治理”ꎬ并对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的重要要求ꎮ 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ꎬ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ꎬ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ꎬ立足全流

域和生态系统整体性推进大江大河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ꎬ积极探索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径ꎮ
２ ２　 更加重视建章立制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我国首部全国性流域立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ꎬ为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ꎮ 加快黄河保护

立法进程ꎮ 指导沿江、沿河省份编制印发“三线

一单”ꎬ实施生态环境分区和准入清单管控ꎮ 建

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

系ꎬ全面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ꎮ
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ꎬ巩固现有的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成果ꎬ推动长江全流域建

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体系、黄河全流域试点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ꎮ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黄
河禁渔期制度ꎬ开展禁渔专项执法ꎬ严厉打击非法

捕捞行为ꎬ有效保护流域生态和渔业资源ꎬ为提升

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和

稳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２ ３　 更加突出统筹推进

把系统观念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

过程ꎬ坚持统筹水环境、水生态和水资源等要素ꎬ
系统谋划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工作ꎬ着力推进美丽

河湖保护建设ꎬ持续提升江河湖海生态环境质量

和生态系统稳定性ꎬ力争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

草、人水和谐”的目标ꎮ 紧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行动计划»重点任务ꎬ开展劣Ⅴ类水体整治、入
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三磷”企业(矿、库)整治等

八大专项行动ꎮ 有序推进黄河入河排污口“排

查、监测、溯源、整治”四项任务ꎻ谋划实施水源涵

养提升、水土流失治理、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

修复等重大工程ꎮ 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ꎬ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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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黄河源头废弃矿山ꎬ恢复水源涵养功能ꎬ水源

涵养量持续增长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长江流域入

海河流劣Ⅴ类国控断面全面消劣ꎬ长江干流首

次全线达到Ⅱ类水体ꎮ 黄河干流全线达到Ⅲ类

水的水质标准ꎬ水环境呈逐年改善、持续向好的

良好态势ꎮ

３　 新时代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的经验

启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ꎬ经过

全社会共同努力ꎬ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

护治理取得显著成效ꎬ积累了宝贵经验ꎬ带来了

深刻启示ꎮ
３ １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

领导下ꎬ集中力量办大事ꎬ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

事业、开展各项工作ꎬ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

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ꎬ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

步前进ꎮ”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大江大河生态保

护治理工作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长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ꎬ为加强

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ꎬ推动长江经济带

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ꎮ 新时代大江

大河生态保护治理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ꎬ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与国家

治理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ꎬ让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成为目标相同、利益一致、相互交融、同心同

向的整体ꎬ产生巨大的耦合力ꎬ显著提升了大江

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效能ꎮ
３ ２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入新时代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ꎬ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

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ꎮ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ꎬ深入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ꎬ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ꎬ更好做到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ꎬ真正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

相协调ꎮ
３ ３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理

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ꎬ需
要突出精准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ꎮ 精准治理

重在精确问诊、靶向治疗ꎬ做到问题精准、时间精

准、对象精准、区位精准、措施精准ꎮ 科学治理重

在遵循规律、实事求是ꎬ建立科学研究与管理决策

深度融合、科学研究与治理工程方案协调推进的

攻关机制ꎬ着力解决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中出

现的技术难题ꎮ 依法治理重在敬畏法律ꎬ不断完

善环境立法ꎬ强化环境执法ꎬ加强环境司法ꎬ运用

好法律武器保护治理大江大河生态环境ꎮ
３ ４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ꎬ是相互依存、紧密联

系的有机链条ꎮ 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涉及水、
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ꎬ
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ꎬ坚持

整体推进ꎬ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ꎬ防止

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ꎮ 同时ꎬ坚持重点

突破ꎬ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ꎬ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

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ꎬ实现整体推进

和重点突破相统一ꎬ让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长

久安澜ꎮ
(执笔: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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