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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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张赫）按照市委主题教育
工作安排，11月24日，市委书记李洪慈主持
召开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暨
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有关主题教育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全省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议要求，
调度全市主题教育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上，各县（市、区），市直部门（单位）代
表作交流发言。

在听取发言后，李洪慈指出，各地各部门
能够聚焦主题主线、紧盯目标任务，立足自身

实际、精心谋划设计，措施谋划较实、工作力
度较大、各方面反响较好，全市主题教育取得
了较好成效。

就进一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李洪慈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思想上要紧紧跟随，行动上要统一步
调，政治上要讲纪律守规矩，在工作方向上
始终与党中央要求保持一致，确保主题教育
各项任务顺利完成。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及时跟进做好学习，持续开展专题研讨，认
真抓好个人自学，把理论学习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要持续抓好成果转化，抓好个人领题

调研、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调研成果转化，
以高质量调研成果助推白城高质量发展。要
狠抓问题整改整治，强化问题整改，深入开
展专项整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要压紧压
实主体责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劲头不
松，推动主题教育向纵深推进。

就做好当前工作，李洪慈强调，要抓好
乡村振兴考核验收，做好年底主要经济指标
分析，加快新能源开发，持续开展“5+3”招
商引资，抓紧谋划明年工作。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翟向东 冯可欣）11月24
日，市长杨大勇深入大安市调研督导重点工
作开展情况。

在座谈会上，杨大勇认真听取查干湖
大安段生态保护、固定资产投资、农民增
收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坚决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提高站位，夯实
责任，迅速行动，全面抓好问题整改、水

质监测和环境治理，全力提升查干湖大安
段生态保护治理水平。要毫不动摇狠抓项
目投资，锚定目标抓进度、挖潜力，全力
以赴、不讲代价完成投资目标，为全市稳
增长多作贡献。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
优良传统，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走基层
大调研、面对面解难题”活动，为项目推
进提供服务保障。杨大勇指出，增加农民

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要千
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径，抓好乡村
产业，抓稳农民就业，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调研期间，杨大勇还深入村民家中实地
调研村民收入和生活情况。

市政府副市长黄秀清，市政府秘书长孟
凡平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朱晴）11月24日，省统计
局统计业务“大培训”、部门地区“大走访”双
月活动白城专场在我市举办。

市政府副市长李子罡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统计局讲师团围绕各专业、各领

域的入库入统工作、统计数据计算方法、运行
发展情况等统计业务知识进行讲解，有效解
决了统计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
进一步提升了统计工作能力。

李子罡表示，此次培训专业性、针对性、

指导性非常强，对做好白城统计工作，推进
白城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
地区、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力以赴
做好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质量，为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张磊 尹雪）通榆县是全国首批
“深化乡村地名服务 点亮美好家园”国家级
试点县。全县深入贯彻落实《地名管理条
例》，编制了《通榆县地名规划》，对原有未命
名的用地进行系统梳理规范命名。截至目
前，全县已在各乡（镇）设置村屯标志794

块，在城区内设置国家标准街路标牌180
个，安装楼门牌13453块，为乡村出行导航、
快递进村、农货进城提供了有力服务。

通榆县深入开展“乡村著名行动”，积极
推动智慧数字平台的建设，采取“地名+地
理标志”“地名+文旅禀赋”“地名+便民服

务”的模式，创响“乡字号”“土字号”乡土特
色品牌，近年来涌现出苏公坨乡苏公柒坊、
边昭镇佟家店村等一大批地名品牌，促进了
电子商务和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今年以
来，全县采集16个乡镇的地名，上传到地图
软件的地名1890个，上传国家地名信息库
的地名354个。

“小地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记
忆，通榆县把乡村优秀传统地名挖掘保护作
为“乡村著名行动”的重要内容，制作了
《通榆印象·地名成果图集》，记录通榆地名
背后的历史故事，也承载着通榆县的历史
变迁过程。

大安市烧锅
镇乡因地制宜，
在黑土地和沙土
地实施规模化经
济 作 物 种 植 经
营，今年全乡共
计种植花生 356
公顷，拓宽了农
民增收致富的渠
道。图为烧锅镇
乡政府有关负责
同志入户了解农
民花生秋收后存
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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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召开
第二次会议暨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议

杨大勇深入大安市调研督导重点工作

省统计局专家到我市开展
统计业务“大培训”、部门地区“大走访”双月活动

通榆县加强乡村地名管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