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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荣）11月

24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陕西省林业局局长郑重围绕“全力

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介绍了有关情况。

近 10 年来，陕西强力推进沿黄

防护林提质增效、黄河西岸绿色廊道

等重大生态工程，“三北”工程区累计

完成造林2617.17万亩，森林面积由

4467.01 万亩增长到 5316.38 万亩，

森林蓄积量由1.41亿立方米增长到

1.86 亿立方米，“三北”工程区森林

覆盖率由24.35%升至28.98%。全省

绿色版图向北推进 400 多公里，以

陕北为核心的黄土高原成为全国

连片增绿幅度最大的地区。

全省荒漠化土地治理
呈现良好态势

“沙化面积和程度实现‘双减轻’。”

郑重介绍，陕西率先开展飞播造林

治沙试验并成为全国飞播治沙标

准，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防沙治沙工程，

实 现 了 从“ 沙 进 人 退 ”到“ 绿 进

沙 退 ”的 历 史 性 转 变 ，沙 区 生 态

环境步入“整体好转、局部良性循环”

的新阶段。

近 10 年来，陕西扎实推进科

学化、规模化治沙，沙化土地由2120万

亩减少到 1835 万亩，流动沙地面积

由42.44万亩减少到5.13万亩，重度、

极重度沙化土地面积减少200.88万

亩，减少幅度达82.6%，沙区年均扬沙天气较 30 年前

同期减少19.3天，榆林毛乌素沙地治理模式被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誉为“中国乃至世界治沙史上

的奇迹”。

近10年来，陕西以白于山区、黄土高原沟壑区为

重点，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省荒漠化土地由

4420万亩减少到3975万亩，重度、极重度荒漠化土地

面积减少338.77万亩，减少幅度77.1%。陕西黄河流

域植被覆盖度由 2012 年的 62%上升至 2022 年的

67.8%，去年黄河主要支流输沙量较1950-1979年年均

值减少86.3%。全省荒漠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

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

“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不仅治住了风沙，也改善了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郑重说，全省特色经济林面积由1781万

亩提升至2144.79万亩，林业产业总产值由541亿元提

升至 1612 亿元，“三北”地区人均收入由 2012 年的

14127元提高到2022年的29175元，年均增长7.52%。

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陕西位于毛乌素沙地南部、黄河“几字弯”

腹地。陕西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涉及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杨凌、

韩城9市（区）68县（市、区），涵盖了我省全部荒漠化、

沙化土地和70%的水土流失区域。

“目前，陕西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68个县全部纳入新的‘三北’工程区，其中，35个

县纳入全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重点攻坚县。”郑重

说，根据全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总体布局，陕西以

“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力争在西部做示范”为战略

定位，全力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

到2025年，全省流动沙地全面得到固定或半固定，

陕蒙宁边界、长城沿线、毛乌素沙地南缘三条防风

固沙锁边林带初步建成，困难立地植被恢复取得

阶段性成果，重要湿地得到全面保护，工程区林草

总量和质量明显提升，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得到

有效控制。

到2030年，全省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全面治理，

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持续提升，草原退化趋势得到

根本遏制，自然湿地得到全面有效保护，重要湿地

保护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农田防护林体系基本完备，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明显增强。

“按照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将全省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68个县划分为三个治理

区，即毛乌素沙地防沙治沙攻坚区、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攻坚区和关中生态经济协同推进区。”

郑重表示，根据治理重点难点，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即沙化土地全面治理攻坚战、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

攻坚战、渭北旱塬植被恢复攻坚战。

在此基础上，陕西将开展“十二个重点行动”，

即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全面治理行动、锁边林草带

提升改造行动、矿山生态修复行动、农田防护林网

建设行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行动、黄河沿岸绿色生态

廊道建设行动、困难立地植被恢复和林草质量精准

提升行动、重要湿地保护修复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建设行动、森林城市创建行动、高质量林业产业发展

行动、国有林场振兴和集体林场发展行动、林草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行动。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

汇百川、纳千流，黄河在神州大地奔腾

5400 余公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华夏

儿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踏遍黄河

上中下游9省区，目光所及、驻足所思，尽是

对母亲河未来的深谋远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激荡

起更为雄浑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中华民族治理
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河

博物馆“千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近平

总书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 万平方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厉鞭

抽向大地，给百姓带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

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徙”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

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

次，改道26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思接千载，总书记深刻思考着治黄与治国

的关系。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黄河

安澜。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将治黄重任

交到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据统计，新中国

成立至今，黄河实现 70 多年伏秋大汛

不决口，24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

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

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

根 本 上 改 变 黄 河 三 年 两 决 口 的 惨 痛

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习近平总书记

沿黄河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凭栏远眺，眼前天高水阔，林密鸟翔。

总书记心中，谋划着黄河安澜的宏伟蓝图。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深知治水之重、

之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

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连着

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

善于治水。”

黄河，无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

问题还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央

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第二日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

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

发展的千秋大计。”总书记的一番话，道尽

黄河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河

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隐患还像

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带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亲临黄河一线考察汛情。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2021年10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彼时，黄河

秋汛洪水已经退回主河槽，但从主河槽到

码头绿化带 10 多米的“过界”痕迹依旧

清晰可见。

刚一下车，总书记便问询前段时间

水位最高时的水边线在哪里。

“这就是10月8日漫滩时的水边线。”

在码头上，黄河河口管理局负责人手持

展板，向总书记一一汇报。

码头风高浪急，总书记伸手帮助扶着

晃动的展板，仔细察看，不时插话提问。

当听到黄河秋汛虽然“有惊有险”，但

没有出现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总书记

点头肯定。

“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

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说。

两天后的座谈会上，总书记再向负责

治黄的同志们谈及大河之治的初心使命：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也是毛主席当年

的夙愿”，“如今我们接着做起来了”。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

要坚持问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

做好各项工作。”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黄河下游有着广阔的“滩区”。主河槽

与防汛大堤之间的滩区，是黄河行洪、

滞洪、沉沙的重要区域，也是滩区人民

生活生产之所。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黄河滩

区迁建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情。”在山东东营垦利区杨庙

社区，总书记见到了他一直牵挂着的黄河

滩区群众。

“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

三年还账”，曾是滩区群众住房难的真实

写照。如今在杨庙社区，排排楼房与条条

公路整齐交织，现代化的便民服务设施

齐全，印证昔日“穷窝窝”的翻天巨变。

黄河大坝上，听历史，看变迁；老年人

餐厅里，掀锅盖，话家常；居民家中，问变化，

听民声……一路边走边看边问，总书记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到你们安居

乐业，我感到很欣慰。”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

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所以我们要不断

看有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必须加快步伐

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

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也是领袖深厚

的为民情怀。

2022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新年贺词。他说：“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

上中下游9省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

还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逶迤磅礴的

雅 鲁 藏布江；无论是南水北调的世纪

工程，还是塞罕坝林场的‘绿色地图’；

无论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还是藏羚羊

繁衍迁徙……这些都昭示着，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温暖的话语充满力量，振奋人心。

大河之美——“共同抓好
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我曾经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

不轻。今天我要说，黄河一直以来也是

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对母亲河的“健康”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牵肠挂肚。

黄河之病，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

制约，也有后天失养的人为因素——

全国主要流域中，黄河流域水土流失

面积占流域土地面积比例最大；上中下游

生态易退化，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慢；

部分地区污染排放强度较高。

生态问题，考验历史眼光。站在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调子——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整体把脉、系统开方。统筹上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总书记要求把黄河生态

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上游以

提高水源涵养能力为主；中游要突出

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要注重

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性。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青海考察。

从北京出发，飞机一路向西，经华北平原，越

太行山脉，过黄土高原，抵达青藏高原。

舷窗外，黄河之水一路奔涌，两岸

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告诉人们，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治理面临的难度绝非寻常。

青海坐拥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

每年从这里输出的清洁水源，约占到黄河

全流域的一半。在总书记心中，青海生态

就像水晶一样，弥足珍贵而又非常脆弱。

在察尔汗盐湖，了解柴达木循环经济

发展情况；在清洁能源企业，考察太阳能

电池生产线；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通过

远程视频察看黄河源头鄂陵湖－扎陵湖

等点位实时监测情况……考察中，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青海的生态保护问题。

总书记明确要求：“青海最大的价值

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

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位置来抓”。

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及保护“中华

水塔”，总书记提出：要想一想这里是国内

生产总值重要还是绿水青山重要？作为

水源涵养地，承担着生态功能最大化的

任务，而不是自己决定建个工厂、开个矿，

搞点国内生产总值自己过日子。

从上游的“中华水塔”三江源，到中游

的“中央水塔”秦岭、“华北水塔”山西……

山一程，水一程，总书记心系“国之大者”。

“你们这里是华北水塔，京津冀的

水源涵养地，是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拱卫京津冀和黄河生态安全的

重要屏障。”2020 年 5 月，在山西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孕育了灿烂的

三晋文化。由于流域内过度开发，汾河

生态曾遭受很大破坏，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一定要高度重视

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

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这次来山西，总书记专程到汾河岸边

走一走看一看。

当地同志汇报，太原市采取了汾河及

“九河”综合治理、流域生态修复等举措，

汾河水质逐渐向好，两岸绿化带成为市民

休闲娱乐的场所。

总书记频频点头：“真是沧桑巨变！

太原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三面环山，

一水中分’的美誉，如今锦绣太原的美景

正在变为现实。”

“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

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入

黄河。”总书记对当地领导干部强调。

从汾河入黄口北望，黄河劈开晋陕

峡谷，两侧的黄土高原连绵起伏，这里是

黄河泥沙的重要来源。如今，绿意正在

点染这片黄色的土地。

2022 年金秋时节，陕西省延安市

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的苹果园，一片丰收

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果园，同老乡们

亲切交流，并采摘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

延安，曾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如今，随着退耕还林、植树造林

等治理水土流失的举措持续推进，曾经的

沟沟峁峁已是树成荫、木成林。

总书记曾在陕北插队，回忆起知青

岁月说，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稼，

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

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

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

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

越来越好。

行之念之。从三江之源到渤海之滨，

习近平总书记步履所至、心之所向，满是

关切。

2021年10月，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

沿着木栈道步入湿地深处，实地察看这片

动植物的乐园——秋日，海风吹拂，芦花

摇曳，几只鸿雁、斑头雁栖息在水中小洲上。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这些年通过退耕

还湿、退养还滩，推进湿地修复，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我们这里是中国东方白鹳

之乡、黑嘴鸥繁殖地，去年以来还新发现

了火烈鸟、白鹈鹕、勺嘴鹬。”

“到这里来的游客多吗？”总书记问。

“最多的时候年游客量60万，我们限定

了每天最大游客量。”当地负责人答道。

总书记叮嘱：“要管理好，不能让湿地

受到污染，也不能打猎、设网捕鸟。”

如今，这里正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

统筹型国家公园，推进一系列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大美湿地尽显生机。

“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坚决

不能做。”总书记的要求振聋发聩。

上游保护，中游治理，下游修复。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各地以保护为红线，

为黄河“治病”，母亲河日渐恢复生机活力。

大河之要——“推动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创作好新时代
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上中游7省区是发展不充分的

地区，同东部地区及长江流域相比存在明显

差距，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内生动

力不足……”

（下转第3版）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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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山山峁峁被茂密的山林覆盖（2021年12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 白阳）今年12月4日

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记者26日从全国普法办获悉，2023年

“宪法宣传周”活动时间为12月1日至7日。各地各部门

可从实际出发，在时间上适当延展。

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日前联合印发

的通知，2023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大力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重点宣传内容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宪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成就。

据悉，今年的重点活动安排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牵头举办第十个国家宪法日有关活动；全国普法

办发布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座视频；教育部、司法部在

北京举办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开馆

仪式，司法部支持教育部组织开展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

“宪法晨读”活动、《宪法伴我们成长》歌曲传唱等青少年学生

宪法法治教育主题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专题展览及系列

讲座；农业农村部、司法部在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康博村

举办“宪法进农村”主场活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河北省

举办“法律明白人”作用发挥工作试点地区交流会等。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应知应会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抓住青少年、网民等重点

群体，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在地铁站、

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广泛覆盖，营造浓厚氛围。

进一步发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

和“法律明白人”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教育引导

群众通过人民调解、行政复议、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护自身

权益，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

2023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将于12月1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