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大河，源远流长，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条大河，桀骜难驯，曾带给沿岸百姓深重灾难，至今还体弱多病、水
患频繁。这条大河，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怎样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1
月11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推出六集系列报道《黄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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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没有海，却有集中连
片的“蓝色光伏海洋”。利用
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青海省已
成为世界上大规模并网光伏
电站最集中的地区。距离青
海湖南岸不到70公里的塔拉
滩，茫茫戈壁中，大面积的太
阳能光伏板代替了过去光秃
秃的沙石地面。

青海黄河光伏维检有限
公司安全主管李鹏介绍：“光
伏板安装以后，风速就降低
了，蒸发量就减少了，所以杂
草恢复得比较快。”

上面安装光伏板发电，在
光伏板的下面种植牧草，修复
生态，放牧羊群。牧光互补，
实现了太阳能产业与生态环
境建设、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紧
密结合。曾经的“不毛之地”
塔拉滩，如今成为全国首个千
万千瓦级太阳能生态发电
园。大力推进光伏发电，青海
不仅保护了黄河上游的生态，
发展了产业，还为清洁能源外
送探索了新路子。

从这家光伏产业园沿龙
羊峡水库向南20公里，青海

至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海
南换流站工程正在紧张建
设。2020年项目竣工后，每
年可向河南输送清洁能源电
量达400亿千瓦时，占河南省
全社会用电量的1/10以上，
相应减少河南煤炭消费1760
万吨，占全省煤炭消耗总量的
9%左右。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电力
处处长赵中友说：“青电入豫
工程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我省
能源业加快转型，实现能源高
质量发展。”

青电入豫工程助力河南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

创造绿色增长模式
走好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时代，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
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总书记的擘画和部署，
对于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必将为流域人民带来更多
的福祉。继续来看《黄河新时代》系列报道第四集《绿色发展》。

10 月 16 日，全长
31.7公里，连接新乡、郑
州两地的官渡黄河大桥
正式通车，这也是黄河
河南段上的第 25 座跨
河大桥。

通过构建高效互联
的交通基础设施，黄河
两岸区域融合发展步伐
不断加快，滩区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今年 8 月，郑州市与开
封、新乡、焦作、许昌四
市深度融合，迈出关键
一步，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
划（2018-2035 年）》。
郑州大都市区横跨黄河
南北五市，以全省8.7%
的面积，集聚了全省近
20%的人口和超过30%
的经济总量，是黄河流
域河南段人口最稠密、
经济最活跃、要素最集
中的重要区域 。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
与环境研究所彭俊杰介
绍：“郑州大都市区肩负
着探索集约发展新路子
和引领示范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推动郑州大都市区集约

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依托
黄河文化、生态优势和交
通、区位优势，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走创新发展之
路。”

位于黄河北岸、雄踞
郑焦融合“桥头堡”的武
陟产业新城，是产城融合
创新发展的一个生动实
践。2016年6月，武陟县
牵手华夏幸福以PPP模
式共同建设，以“中原智
造、北岸水乡”为城市定
位，短短三年间，一座产城
融合、宜居宜业、生态和谐
的产业新城拔地而起。
目前累计引入远大住工、
阿里云、新基业等优质企
业110多家，初步形成智
能制造、都市食品、现代物
流、科技服务四大产业集
群，为武陟县新增财政收
入超过13亿元。

武陟产业新城建设
指挥部副指挥长、华夏幸
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郑周刚说：“我们要
紧紧抓住郑州大都市区
发展的机遇，继续推进郑
焦融合发展，让武陟这个
传统的农业大县，成为黄
河流域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
经济地带，党的十八大以来，
郑州、西安、济南等中心城市
和中原等城市群加快建设，全
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
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但
黄河流域生态脆弱，搞产业、
谋发展，做好生态保护是必然
的前提条件。

河南省荥阳汜水镇的黄
河滩区，5000多亩苜蓿草即
将迎来今年的第五次收割。
紫花苜蓿号称牧草之王，可以

防风固沙，改善土壤质量。
“一年平均收获5到6茬，

效益上比传统农业要好。”郑
州极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王正辉说。

黄河河南段滩区有 320
万亩土地，适宜大面积牧草种
植。自2016年我省农业“四
优四化”工程实施以来，优质
草畜在黄河滩区得到快速发
展。

河南农业农村厅饲草站
站长李鹏飞说：“计划到2025
年，在滩区建设一百万亩优质

草业生产基地，满足河南三十
万头奶牛产业发展的需要。”

黄河横贯东西，流经9省
区，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
发展条件各不相同。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就要积极
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黄淮海平原、汾
渭平原、河套灌区等粮食主产
区，发展好现代农业，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区域中心城市等
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集约
发展，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
力。

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郑州大都市区引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从龙羊峡到沙坡头
水电站，从黄河大鲤鱼到
沾化冬枣，从中原城市群
到山东半岛城市群……
在九曲黄河浸润下生机
无限。但与此同时，黄河
流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滞后、内生动力不
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等经
济发展质量不高的突出
问题仍需长期破解。

“黄河流域的上游、
中游和下游，所有的省份
都要有大局观。要重新
布局黄河流域的城市发
展、乡村建设、区域发展，
一定要在人和自然和谐、
环境承载的背景下，走出
一条山清水绿、经济发
展、民生发展、社会发展、

协调发展的路子。”中共
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
明教研部博士生导师、教
授张孝德说。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重
大国家战略为契机，着眼
于“千秋大计”的高质量
发展，是更加注重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
的高质量，是创造绿色增
长模式的高质量。把握
好高质量发展精髓要义，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走创
新发展之路，全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就一定能够在
发展中更好地造福人民
群众。

据大象新闻

把握好高质量发展精髓要义

黄河流域搞产业、谋发展，做好生态保护是必然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