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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7亿m3高出13.5%。甘肃省始终以党和国家政府的政

策规定为指引，积极推进生态绿色发展，多次组织开展

湿地、草地、森林等保护活动，持续推动山水林田湖草

保护治理。近年来，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黄河流域生

态修复、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中部沿黄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陆续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

著。2023年，黄河流域甘肃段水土流失面积4.47万km2，

约为该段总面积14.56万km 2的30.70%，比2022年减少

0.10万km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4.42万km2，风力侵蚀面

积0.05万km2。同时，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2023年，

按照水利部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局工程部署，

共计10个监测站点纳入国家监测站网建设序列，其中新

建监测站点1个、共享监测站点4个、改建监测站点5个。

全省监测站点服务和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形成了更加

全面细化的环境监测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开展黄河

流域生态调研工作，投入更多资源优化完善污水处理管

网，市污水处理率、县污水处理率、地级城市污泥无害

化处理率分别超过97%、93%、97%，干流出境断面水质

持续八年保持在II类，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取得阶段

性成果，水源涵养能力不断增强。

（二）打造水资源高效利用典范区

黄 河 水 资 源 关 系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 渭 河 、 泾 河 、 大

夏河是其关键补给水源，有效维持了黄河流域上中游径

流稳定。黄河干流弯曲多，地理落差较大，水资源非常

丰富，甘肃段主要通过规划设计引水提水工程利用水资

源，现阶段已经顺利完成景电工程、引大工程、引黄济

临等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为相关区域社会经济建设发展

提供了较大助力。[1]但因地质、气候等因素影响，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甘肃缺水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主要表现

为资源型、水质型、工程型缺水，整个甘肃超过70%的

土地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同时存在水资源分布严重不

均衡，各地降水量差异较大，河川径流量年内不均等情

况。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问题，甘肃省提出“深

度节水、极限节水”，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甘肃省

节约用水条例》《甘肃省“十四五”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规划》《甘肃省“十四五”节水规划》等条例、规划，

并明确把总量控制以及水资源利用效率当成核心评价指

标，构建黄河流域节水评价体系，尤其是加快实现农业

深度节水。2023年，甘肃省借助推广应用微灌溉、喷灌

以及滴灌等现代节水灌溉技术，节水农业灌溉面积增加

到1343.8万亩。同时，甘肃全省范围内大力推进节水型社

会建设，真正做到了向水资源要效益，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为全国其他省市的相关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

（三）树立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黄河流域，尤其是甘肃段，社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

然环境与发展历史的双重影响，仍面临诸多挑战。[2]甘肃

段多为生态脆弱、民族聚居及革命老区，水资源与人口

分布严重失衡，生态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对乡村振兴工

作带来极大挑战。更为严峻的是，黄河流域甘肃段人均

GDP在流域各省中排名垫底，凸显了乡村振兴的紧迫性

和艰巨性。面对该现状，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

乡村振兴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通过加快乡村振兴

战略步伐，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倾斜资源支持特色产

业，优化乡村治理，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甘肃段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区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为黄河流域的乡村振兴树立了

典范。黄河流域甘肃段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

验 ， 如 生 态 治 理 与 经 济 发 展 并 重 、 民 族 文 化 与 旅 游 融

合、社区参与与多方协作等，对黄河流域沿线其他省份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不仅展示了甘肃段在乡村振兴

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效，更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乡村

振兴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四）筑就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新高地

甘肃省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一直以来都

处在农耕以及游牧经济相互交叉的区域，历史上将农牧

文明与工业文明充分交融，推动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融

合。黄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地湾

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孕育于黄河支流。兰州、白银等地

衍生出的河湟文化，庆阳、定西、天水相互交流发展后

逐步演变而来的关中文化圈等，都在黄河文化中留下了

浓重的色彩。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甘肃省积极挖掘并利

用上述文化资源，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价值与

作用，做好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加快历史名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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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苗圃地里，几名妇女利用降雨墒情良好的时机移栽树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