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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
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
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
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
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陕
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河南省委书记王国
生、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生态环境部部
长李干杰、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国家发展
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先后发言，山西省委书
记骆惠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
恒、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四川省委书记
彭清华、甘肃省委书记林铎、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提供书面发言，分别
从黄河流域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
治等方面谈了认识和看法，结合实际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强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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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加强黄河治理保
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积极支持流
域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流域人民
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

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对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黄河宁，天下平”。自
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
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
开发黄河极为重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模
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减灾
体系基本建成，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
流域用水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有
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
境持续明显向好，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效
显著，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加快实施，上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
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实
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生物多样性
明显增加。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心城市
和中原等城市群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
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
巩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滩区居
民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著
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
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
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流
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
发展质量有待提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
河，根子在流域。

习近平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
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生态
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
游的差异。上游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
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
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

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
保持和污染治理，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建
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有的地方则要以
自然恢复为主，减少人为干扰，对污染严
重的支流，要下大气力推进治理。下游的
黄河三角洲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
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

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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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要紧紧抓住水
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
机制，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实施
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减缓黄河
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

第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黄
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
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
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坚持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
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
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
力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
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第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
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
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
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
区，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
生态产品。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
产区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
去。区域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条件好的
地区要集约发展，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
力。贫困地区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水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第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
的系统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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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发挥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尊重规律，更加注重
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
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
力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习近平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历史
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
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齐心协力开
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要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和环
境污染协同治理，形成上游“中华水塔”稳
固、中下游生态宜居的生态安全格局。要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路子，因地制宜构
建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经济
发展的动力和韧性。要把保障改善民生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提升全流域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黄河流域人民
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探索出一套符合市场规律和
方向的合作机制，形成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出席座谈会，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
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新华社北京 9月 19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纲要指出，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
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先行
领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支撑，是新时代做好交通工
作的总抓手。

纲要要求，到2020年，完成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通建设任务和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各项任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从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
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设。

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满

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纲要还就基础设施布局完善、立

体互联；交通装备先进适用、完备可
控；运输服务便捷舒适、经济高效；科
技创新富有活力、智慧引领；安全保
障完善可靠、反应快速；绿色发展节
约集约、低碳环保；开放合作面向全
球、互利共赢；人才队伍精良专业、创
新奉献；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
力；保障措施等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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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清洁能源
打造低碳城市

9月19日，工作人员巡查湖州杨家埠
恩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屋顶的光伏发
电板（无人机拍摄）。该光伏项目总面积
7.2 万平方米，总装机容量 7 兆瓦，所发电
量全部并入电网。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大力推进分布
式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发展，努力构建绿
色环保的现代能源体系，进一步推进家庭
和企业屋顶光伏项目建设，新能源装机容
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占比稳步提升。
截至2019年8月底，湖州全市新能源发电
装机容量达到174万千瓦，2019年1至8月
累计发电量 13.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新能源发电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
达到7.09%，全面助推“低碳城市”建设。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我国成功发射
“珠海一号”03组卫星

新华社酒泉9月19
日电 19日14时42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
箭，采取“一箭五星”的方
式成功将“珠海一号”03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珠海一号”卫星工
程是商业遥感卫星项目，
规划研制发射34颗卫星
组成星座，具备视频成
像、高光谱成像、SAR成

像、红外成像等观测能力，获取卫星遥感数据为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行业应用提供服务。01组2
颗卫星和02组 5颗卫星已分别于2017年 6月 15日、
2018年4月26日发射入轨。

这次发射的03组5颗卫星，包括1颗视频卫星和4
颗高光谱卫星。多颗高光谱卫星多轨组网运行，将大幅
度提高我国高光谱卫星数据采集获取能力。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哈尔滨工业大学
负责卫星产品研制生产，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应用系统建设及运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11次航天飞行。

军运会门票第二阶段上线销售
新华社武汉9月19日电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比赛门票销售火爆，8月底第一阶段上线的跆拳道、拳击
两项比赛门票目前已被抢订一空。军运会执委会宣布，
第二阶段7500张门票19日开始上线销售。

据了解，第二阶段开售的门票涵盖摔跤、击剑、马术
障碍赛、现代五项等4个项目，共22个场次，赛期集中在
10月19日至25日。其中，马术障碍赛和现代五项两个
比赛的票量相对较少，将继续按“实时销售、先到先得、
售完为止”的原则销售。

据军运会票务中心秘书长肖淼介绍，军运会8月底
启动比赛门票销售工作，第一阶段开售的近万张门票包
括跆拳道、拳击、跳伞、高尔夫等项目，目前已售出九成，
仅跳伞、高尔夫项目还有少量余票。

肖淼说，军运会比赛门票销售取决于运动员报名进
度，报名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据初步统计，参赛运动员
总数已突破万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项目门
票预计将在9月底集中上线。公众可通过武汉军运会官
方网站及微信、微博等官方渠道查询具体票务信息，也
可登录武汉军运会官方票务中心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