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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武创举 1  刘芳 2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焦作  454950） 

摘要：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黄河用的多保护得少，特别是黄河上游戍边屯垦、黄河中游八朝建都、黄河

下游地区常年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导致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的破坏，土地盐碱化严重。水资源短缺，严重限制黄河流域

人民的经济发展，降低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本文将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进行分析与研讨，以供参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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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在 19 年的时候，

上升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简称“黄河战略”，是我国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带领黄河流域

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指导。因此，需要用系统的思想，共抓黄

河保护，对黄河流域进行大治理，以此来切实满足黄河流域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黄河流域贯穿中国东中西三大战略区域，具有十分丰富的能源

资源，生态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同时也是国家进行脱贫攻坚以及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要战略的关键性区域。所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诸多的重要战略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黄河发源于我国的青藏高原，黄河全长 5464 公里，流经 9 省

入海，是我国境内第二大江河，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屏障。

千百年来，我国人民始终在与黄河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就当前的

黄河灾害治理情况而言，水沙治理以及防洪工作成果显著，黄河流

域内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同时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不断

深化，黄河上游的水源涵养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中游黄土高原

流域的蓄水保土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人进沙推”

的生态治理奇观，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明显的增多。但是，

当前的黄河流域生态问题仍然十分脆弱，流域内的水资源形势依然

不容乐观，不但黄河流域内存在“地上悬河”同时黄河流域内工农

业污染情况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导致当地区内经济发展缓慢，

人民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导致区域内返贫人员数量的增多。所以，

为切实做好黄河流域生态文明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同助力区域人

民脱贫攻坚，就需要大力发展“黄河战略”，要将“黄河战略”与

“长江经济带战略”一样，切实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发

展之中，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帮助人民脱贫致富[1]。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黄河流经九省入海，这些地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

分显著的经济地位。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 18 年黄河流域沿线 9

省的实际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 4.2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0%，

区域内部的生产总值约为 23.9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26.5%。黄河流

域的矿物能源十分丰富，例如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等，是我国北

煤南运的重要战略地点。同时黄河流域还拥有大量的稀土等战略性

资源，是我国重化工的主要生产区域，也是我国航天军工的主要发

射地之一。其中黄河流域中的黄淮海平原、河套平原等地也是我国

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之一，粮食以及肉类的产量约占全国的 30%左右。

因此，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速度，不但可以加快黄

河流域的经济转型，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增

长提供新动能，还可以带动流域内部的贫困地区发展。黄河流域作

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的关键战略节

点。黄河流域上游的青海省、甘肃省、宁夏以及黄河流域中游的内

蒙古以及陕西省都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薄弱的地区，区域

内部贫困人员相对较多。贫困程度也相对较深，人民返贫率也相对

较高。特别是青海、四川、甘肃藏区、甘肃临夏州以及四川的凉山

州被我国列为“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据专业人员报道，截至

19 年，上文提及的 6 个省区内部的贫困县域高达 150 个，约占全国

贫困县总数的 30%，倘若算上山西省的 16 个贫困县以及河南省的

14 个贫困县，黄河流域的贫困县域比例将高达 37.1%。由此可见黄

河流域是我国战胜贫困的主要战场之一。 

（三）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棋局 

黄河流域流经 6 省，其中包含我国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但

是也包含着我国的贫困省份，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中最为难啃的

“硬骨头”。同时，黄河上游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在

这些聚集地中也涵盖着我国的一些红色革命老区、高寒山区以及贫

困山区。开展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不但有助于提升民

族团结度，构建美好和谐社会，实现我国的民族大繁荣，还可以以

东部带动西部，促进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可以有效的做好南

北方的统筹发展。“黄河战略”的推行，将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进行了完善与补充，在以往的四大协调模块的发展基础上，逐渐

形成全新的“三群两带”发展战略新格局。三群是指我国的三个城

市经济群，分别为长三角、粤港澳以及京津冀。两带是指长江以及

黄河经济带。 

除此之外，黄河流域也是我国“一带一路”的起点以及经济腹

地。陕西省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经由我国甘肃向西北方延伸，

经由新疆与欧洲相连接，进而形成中亚、南亚以及西亚国家的重要

经济商贸枢纽。陕西省、甘肃省以及青海省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是我国面对东北亚的重要经济贸易往来

窗口，“一带一路”向黄河流域东北方向延伸，会与京津冀地区协

同发展，向南方延伸会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地进行协调发展。因此，

积极主动开展“黄河战略”可以使“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我国全

面的铺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会给“一带一路”

沿线省份带去经济利益，帮助沿线人员改善生活质量，帮助人民切

实打赢脱贫攻坚这场“战争”，构建美丽中国。 

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策略 

针对黄河流域途径的九省而言，国家推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其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黄河流域

内的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曙光。因此，需要黄河流域内的 9 九省，

要精准把握“黄河战略”的内在思想，在确保流域内生态文明建设

稳步发展的同时，切实打赢脱贫攻坚战[2]。 

（一）切实做好科学规划，加强创新驱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始终具有科学的规划，

以此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脱贫攻坚工作的有序进行。当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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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规划提纲作为顶层设计仍在编制之中，黄河流域内部各个地区

也要积极主动的发展区域内部的规划研究以及规划论证。高质量发

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驱动创新发展就是其首要的发展任

务、黄河流域地区在科技创新上仍与长江经济带存在一定的差距，

以 18 年数据为例，18 年长江经济带中的 11 个省市的科技研发=资

金投入比重约占全国科技研发投入比重的 56.8%，科技专利量约占

全国的 62%，在长江经济带内构建了张江、苏南、东湖以及长株潭

等 6 个国家级驱动创新示范区。反观黄河流域内的 9 省对科研技术

资金的投入比重约占全国的 23.7%，科研专利授权量约占全国的

24%，在国家级驱动创新示范区的构建上，黄河流域也只有兰白、

青岛以及河南的郑新洛三个驱动创新示范区。加快区域内部的科研

创新力度，不仅可以为黄河流域内部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

持，还可以对黄河流域内部的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加快流域

内的经济转型升级速度，促进流域内的经济结构由第一第二产业逐

步转向第三产业，以此来提升流域内的经济发展质量，改善人民生

活，带动贫困地区进行脱贫。所以，流域内的诸省可以积极主动的

构建一些现代产业体系，这些产业体系要切实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

实际要求。调整政府财政比例，加大对科研技术的资金投入比重，

尽可能在黄河流域内部构建更多的国家级实验中心以及检验检测

中心，以此来行之有效的提升黄河流域的驱动创新能力，汇聚高层

次的专业人才，为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脱贫攻坚保驾护

航。 

（二）发挥中心城市优势，提高城市带动能力 

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几乎都是依靠黄河流域

沿线的中心城市来带动的，提高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群的经济发

展速度以及人口实际承载能力，将有助于黄河流域内的经济资源的

集约化发展。并通过中心城市群来带动周边的贫困地区，以先富带

后富，为贫困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投资，以此来有效

的提升流域内的脱贫攻坚工作质量与效率，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

以及满意度。但是，黄河流域中一些中心省会城市的首位度相对不

高，例如，郑州、济南、兰州等地，这些地区都不能切实的发挥出

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头作用，进而导致黄河流域内缺乏中心城市的引

领与带动，所以，需要在流域内构建中心城市内核，以此来有效的

带动周围城市群的发展。从而构建起以河南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

群、以青岛和济南为核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以及以陕西西安为核心

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但是在发展中需要有关人员注意的是郑州市近

几年来一直作为黄河沿线的中心城市，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经济

以及人口承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 18 年时，区域生产总

值就已经突破到 1 万亿元，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突破 1000 万。已经

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中心城市范例，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也始终发挥着先锋带头作用[3]。 

（三）提升区域内外部经济合作，扩大开放范围 

黄河流域中各省市之间存在客观的发展差异性，为切实促进流

域间的经济发展，加快区域的协调发展速度，需要各省市之间积极

主动的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提高区域间的

贸易往来。各省市也要切实做好发展定位，最大限度的减少产业发

展的恶性竞争，对流动要素壁垒要给予突破，引导与鼓励各行各业

的专业性人才在各省市之间进行流通，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形成

一个整体。同时要切实利用好黄河水道，以此来加强与外部省份的

经济联系，紧抓“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借助自贸区优势，形成全

新的对外开放发展新格局。 

由于历史以及自然条件的原因，黄河流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相

对较为滞后，尤其是黄河的中上游地区，该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

对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截至 14 年以来，黄河九省已经有 1500 万

人脱贫，黄河下游滩区居民的迁建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提升，人民生

活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黄河流域内部的脱贫问题仍然存

在，脱贫攻坚工作仍不可掉以轻心，因此，需要黄河流域内各省市

切实做好区域内外的经济合作，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并在此基础上

对黄河流域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加以解决，例如饮水问题、防洪问题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等。提高黄河流域内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好贫困地区的产业导入，逐步缩短贫困地

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带领黄河儿女打赢脱贫攻坚战。 

（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快流域内的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所不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总量不足长

江的 7%，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为全国人均水平的 27%，黄河流域

内的水资源利用结构粗放，特别是农业用水效率相对较低，在日常

的农业生产中，仍以大水漫灌为主，沿线城市以及企业的节约用水

意识不高，全域水资源的利用开发程度已经超过 80%，已经远远超

出流域水资源生态警戒线 40%，黄河流域水资源有限，流经的省份

多为我国的干旱与半干旱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脱贫攻坚工作都需

要水资源。因此，需要对流域内的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使用，

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要对流域沿线城市人口数量以及产业布局

进行规划，始终坚持“四水原则”，分别为“以水定地”、“以水定

产”、“以水定人”以及“以水定城”。大力发展节水产业以及节水

技术，在农业发展方面推行节水工作，特别是开展水资源保护以及

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将黄河流域内的粗放式用水方式逐步转化成

为集约式的用水方式，对一些污染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企业进行

转移或是取缔，使流域内的居民可以使用上最干净的水，看到最蓝

的天，促使脱贫攻坚工作可以在蓝天白云下有效的进行[4]。 

结论：综上所述，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助力流域内脱贫攻坚，不仅可以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改

善流域内人民的生活质量，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还可以深挖

黄河的潜在时代价值，坚定我国的文化自信心。因此，需要流域内

的各省市切实做好科技研发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以此来促进脱贫攻

坚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以及满意度。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

凝聚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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