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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 促 进 新 型 文 化 业 态 的 蓬 勃 发 展 。 运 用 场 景

重建、虚拟成像等前沿科技生动展现黄河文化的丰富内

涵，打造一系列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视听娱乐、演艺观

赏和竞技游艺产品与服务，构建融合地域特色的文化创

意体系。同时，革新文化旅游的宣传与推广策略，充分

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平台，精心设计独具特色的旅游

路线，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探索文旅产业

新模式，融合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康养旅游以及乡村

体验等多元化业态，推动黄河文化旅游实现更高质量的

发展。

（五）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上游省区共同立法

构建和完善黄河流域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对于加强

黄河上游生态安全至关重要。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被置

于关键的保护地位，为东部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蓬勃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在“利益共享”原则下，东

部和中下游地区也积极回馈，资助西部及上游的生态保

护工作。此种跨区域的协同努力，不仅有助于恢复水土

生态平衡，更是解决地区发展差异、推动全国协同发展

的重要举措。

借 鉴 外 部 经 验 ， 结 合 甘 肃 实 际 ， 制 定 合 适 的 生 态

补偿标准和方案，激发各方积极性，筹集资金，实现精

准补偿，促进省内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遵循“受益者

付费、损害者赔偿”“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原则，学

习千岛湖的生态补偿经验，对环保达标、为黄河上游生

态作出贡献的地方政府及承担损失者提供政策与经济补

偿。同时，明确环保责任，增加财政支持，确保持续投

入，提升环境治理效果。另外，综合运用政策，深入研

究国家生态补偿政策，结合实际，确保政策落实。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但不同地区的情况和需

求千差万别。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共同立法成为一种有效策略。黄河流域上游省区急需通

过共同立法来调和矛盾、增进合作，并通过联合监督确

保法规得到执行，从而消除行政区划带来的隔阂。在推

进地区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地方立法的地域特

色和实效性。黄河流域上游省区需作出具体承诺，并制

定 具 有 约 束 力 的 地 方 性 法 规 ， 加 强 整 个 上 游 流 域 的 保

护。同时，在确保法律责任得到落实的过程中，坚持基

本法律原则，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在遵循中央法

律框架的基础上，各省区还需遵循“五统一”原则，即

统一规划、标准、监测、责任和防治措施，从而加强在

黄河流域上游保护工作中的合作与协同，确保各项保护

任务得到有效执行。 [7]此外，加强保护措施和细则的落

地，确保黄河保护与治理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并充分

运用法治思维和手段来推进相关工作。

结　语

综上所述，黄河流域甘肃段因其独特且举足轻重的

地理位置，不仅成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更是我国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带。然而，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该区域正遭遇着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其生态环境表现出明显的脆

弱性，资源利用受到刚性限制，发展呈现出不均衡、不

充分的特点，同时，创新支持的匮乏也成为一个突出问

题。甘肃必须持续坚守科学发展观，秉承“保护优先，治

理为本”原则，妥善平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

关系，肩负起水源保护、生态恢复、水土保持及污染治

理等重大使命。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环保

工作、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并创新社会管理手段，以

推动黄河流域甘肃段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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