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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2019 年9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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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河南讲话精神特别策划践行嘱托争出彩

黄河是中华文化
之源头，而最早的中
国——二里头夏都遗
址，就在河南。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中原人民体现出齐心
协力的坚决与果敢。
2019 年 9 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河南视察，
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一年来，黄河流经的
中原大地，黄河儿女
砥砺前行、拼搏奋进，
鼓荡着决胜全面小康
的信心和决心。东方
今报·猛犸新闻所采
访的八位中原追梦
人，有致力于黄河生
态廊道建设的设计
师，维护河道清洁的

“河长”，治理黄河的
工程师，研究小麦的
专家，黄河号子的传
承人，将水利技术带
到“一带一路”国家的
专家，致力于滩区脱
贫攻坚的村干部，参
与因水兴农、因水兴
城的专家……他们不
仅是亿万中原儿女中
的出彩代表，更是“黄
河精神”的不同体现。

黄河精神凝聚力量
中原儿女追梦中国

黄河凝聚了亿万中原儿女
干事创业的热情

大河滔滔，奔腾不息。在无限延伸
的时空中，黄河牵起中华民族厚重的历
史篇章，孕育出华夏文明源头仰韶文化，
滋养着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
禄精神，凝聚了亿万中原儿女干事创业
的热情。

黄河儿女，百折不挠。在走访的过程
中，我们看到：百里绿网、万亩湿地，这是母
亲河的生态裙摆；碧波浅滩、飞鸟白鹤，这
是母亲河的生态红利。在深入交谈后，我
们感受到：船工号子、非遗传承，这是河南
人的家国情怀；三代治黄、科技提升，这是
河南人的守正创新；让世界碗装中国“幸福
粮”，这是河南人的执着追求；深耕水利信
息化、“治水技术”出国门，这是河南人的
智慧担当；因水兴农、因水兴城，这是河南
人的务实开拓；修“扶贫路”、筑“致富”桥，
这是河南人的不屈不挠……

这些，都是黄河凝聚的亿万中原儿
女干事创业的热情。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
迎击各种风险挑战、决胜
全面小康、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的当下，黄河精神
必将继续赋予中原儿女无
穷力量。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
家、老杨会客厅创始人杨
建国认为，在普遍、长期与
河共生的过程中，黄河流
域的居民，有一种自强不
息、团结勇敢的精神，有种
顽强、鲜活、厚重、强烈的生
命力，也有种豪迈、爽朗的
热情和朝气。茹振钢、严
瑞玲等为黄河奋斗的人
们，都可以看做是“黄河精
神”的典范，都是踏实、努力
的同时，兼具着创新、协作
等精神，把“黄河精神”贯穿
在了具体的工作和领域
内。杨建国认为，要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促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落脚在河南省委
书记王国生提出的人与
产、人与城的关系上来。

“想真正做好、做实
‘河南贡献’，既需要通过
农业高质量发展、文旅高
质量发展、产业集聚区‘二

次创业’等方式，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生
态；也需要以中原城市群
建设为中心，高水平推进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郑州
大都市区建设，加快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各
区域中心城市错位发展，
以及县域高质量发展、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顺
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以
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
化，强化中心城市带动，加
快构建现代城镇体系，推
动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
向城市圈集聚、向城市群
集聚, 由此带来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保护环境双驱
动。”杨建国说。

黄河的精彩故事还在
继续。当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我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在不断增
强，也应当从黄河精神中不
断汲取前行的力量。蓝图
已铺就。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节点，让我
们牢记嘱托建设造福人民
幸福河，生态优先开创保护
治理新局面，逐梦幸福河！

围绕这一时代命题，
学术界专家频频为黄河国
家战略发声。“中华文化的
源头在黄河，最早的中国
——夏都二里头遗址在河
南洛阳，河南占据得天独
厚的地位。”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水资源学院院长韩宇
平表示，在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河南已经成为中心。

“政府部门非常重视
文旅综合规划，学术界也
十分活跃。中原智库联
盟、河南省社科联、河南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
相继举办了黄河文化有关
的学术研讨会，文科教授、
跨学科专家都在积极建言
献策，讨论黄河文化问
题。”韩宇平说。

在他看来，黄河精神
就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的“黄河大合唱”
精神，以及中国人不屈不
挠的斗争精神和韧性，越
大的困难，越不会屈服。
韩宇平认为，要更好地传
承黄河精神，就要以文学
宣传、以学术推动，以打造
文化地标，促进文旅融

合。“我们打造黄河生态
带，要用技术的手段，将优
秀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来，
比如建造雕塑和博物馆，
讲好黄河故事。还要让黄
河故事走出中国，坚持用
自己的话语体系，宣传自
己的精神内核。”他说。

讲好“黄河故事”，已成
学界共识。9月 7日至 8
日，在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中
心黄河论坛上，河南省社科
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庚香向
社科专家发出倡议：传承黄
河文明要讲好“水”与“人”

“十个千年故事”。
李庚香倡议讲好黄河

文明起源、黄河精神、黄河
人物、黄河文物、黄河文
化、黄河生态、黄河旅游、
黄河治理、黄河高质量发
展、黄河文化地标的故
事：“讲好黄河故事，传播
黄河文明，就是解读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刻内
涵，读懂这一国家战略的
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
济价值，着力打造中国文
化新高地、世界旅游新地
标，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河南将扛牢
弘扬黄河文化责任

出彩中原，奋勇争先。今年3月，河
南印发《2020年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明确了“在全
流域率先树立河南标杆”。生态廊道建
设、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四水同治”等一
批标志性、引领性工程，正推动重点工作
实现突破。

坚定自信，凝心聚力。9月12日，河南
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进会暨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指出，经过一年的努力，保护治理黄河的
氛围更浓了，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多了，中原儿女的文
化自信更强了。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扛牢弘扬
黄河文化责任，把黄河文化与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贯通起来，与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结合起来，加强黄河文化遗
产保护和时代价值挖掘，讲好新时代“黄河
故事”，凝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正能量。

专家称传承好黄河精神 要讲好黄河故事

黄河精神将赋予奔跑逐梦的
中原儿女无穷力量

初秋时节，山水交融，游船穿梭，黄河三峡犹如一幅画卷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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