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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河北省政府正式宣布，现行

标准下232.3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774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2个贫困县包

括革命老区全部摘帽，历史上首次消除绝对

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其中，阜平全县贫

困人口由2014年的10.81万人减少到2019

年年底的832人，综合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

的54.4%下降到0.45%；2019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 9844 元，是 2012 年

3262元的3.1倍。河北省通过念好“革命红”

“生态绿”“产业兴”“百姓富”“创新强”十五

字经，推动革命老区整体贫困，并走向振兴

发展之路。

夯实基础增强活力
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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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论

保 护 黄 河 “ 鲁 豫 有 约 ”
《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对黄河全流域健全完善“保护责任共担、

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具有示范意义

□ 本报记者 于 馨

近日，一份现实版“鲁豫有

约”——《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

协议》）引来多方关注。根据《补偿

协议》，河南省与山东省将对黄河干

流跨省界断面（刘庄国控断面）的水

质年均值及3项关键污染物的年均

浓度值进行“对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

时，黄河流域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

区。多年来，黄河流域的多个省份

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恢复，共同保护母亲河。

而此次，河南和山东签订的这份对

赌《补偿协议》对黄河全流域健全完

善“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

生态效益共享”的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以及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计

量等具有示范意义。

从量到质 鲁豫博弈

此次《补偿协议》的背后，是河

南与山东两省关于黄河水由来已久

的博弈。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流经九

省，但每年的径流量，仅占全国河川

径流量的 2%。总量不到长江的

7%，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27%。但是，黄河又以2%的年径

流量，承担着全国12%的人口、15%

的耕地和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的

供水任务。极为有限的黄河水，是

沿途各省份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保障。

有限的水资源，没少让黄河沿

岸各省“你争我抢”。而作为黄河流

域相邻的两个省份——河南在相对

上游，山东在相对下游，两省一直为

黄河用水量指标暗自较量。

幸好，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完

工，以及对各省从黄河取用水量的

调配管理，水量问题终于得到解

决。然而，近年来随着环保要求的

逐渐提升，水质成为沿黄河各省市

新的博弈点。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黄河流域

水质不断恶化，主要支流几乎均遭

严重污染，干流总体中度污染。作

为相对下游省份，河南和山东深受

其害。一方面谁都不愿意接收上游

污水，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发展经

济，两省都有各自的排污需求。于

是，出现了互相扯皮的情况。

为解决相关问题，国家在各省

市区的重要河流交界断面上，设立

了“在线水质监控系统”，对每个断

面设定考核目标。其要求是，无论

上一个断面的实际来水是什么状

况，下一个断面的水质都得达到考

核要求；省市区内部的小断面也执

行这套考核方法，层层压实责任。

考核的好处是明确责任方。但

在实际操作中，一旦上游断面由于

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造成来水超

标，如果下游河段承担全部治理责

任，对下游来说难免有失公允。久

而久之，上游觉得完成考核任务就

是最大目标——“及格就OK”，缺乏

额外动力提升水质。

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域间生态

补偿”的做法，逐渐受到各地认可和

欢迎。流域补偿机制有助于弥补有

关各方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

成本，也可以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

积极性。

真金白银 鲁豫对赌

《补偿协议》是黄河流域第一份

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实施范围

为河南省、山东省黄河干流流域（豫

鲁段）。其中，河南省为上游区域、

山东省为下游区域，最高资金规模

1亿元，分为水质基本补偿和水质变

化补偿两部分，实施期限为 2021

年～2022年。

在水质基本补偿方面，若刘庄国

控断面（河南省与山东省黄河干流跨

省界断面）水质全年均值类别达到Ⅲ
类标准，山东省、河南省互不补偿；水

质年均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改善一个

水质类别，山东省给予河南省6000

万元补偿资金；水质年均值在Ⅲ类基

础上每恶化一个水质类别，河南省给

予山东省6000万元补偿资金。

在水质变化补偿方面，刘庄国

控断面2021年度关键污染物指数

与2020年度相比，每下降1个百分

点，山东省给予河南省100万元补

偿；每上升1个百分点，河南省给予

山东省100万元补偿。该项补偿最

高限额4000万元。

黄河上下游所在省份的“对

赌”，赌的不是“营收指标”，而是水

质改善情况，意在共同推动黄河干

流跨省界断面水质稳中向好。不少

专家认为，《补偿协议》最大的好处

是，上下游同等责任，而且不能仅是

及格。山东得了坏水，河南要作出

经济补偿；河南给了好水，也会获得

相应回报。这样双方都有动力提升

水质，毕竟一年1亿元的真金白银

摆在那。

当然，生态补偿只是手段，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由此带来

的高质量发展才是根本。《补偿协

议》对于豫鲁两省拓展生态领域合

作，健全完善“保护责任共担、流域

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的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实现“一河清水出中原，千回百转

入齐鲁”的目标奠定基础。

协同治理 鲁豫联动

鲁豫虽订首约，但不是首创。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

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长

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

流域生态保护规划也相继出台。考

虑到长江、黄河生态保护都涉及大

流域治理，需跨区域协同保护，跨省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近些年来从点到

面渐次铺开。

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的是“新安江（源安徽，入浙

江）”，即安徽、浙江自2012年起以

水质“约法”，共同设立环境补偿基

金，以上下游联动治理，推动了新安

江水质的切实改善。

此后，福建和广东的汀江—韩

江流域、广西和广东的九洲江流域、

江西和广东的东江流域，还有河北

与北京的潮白河流域、重庆与湖南

的酉水流域、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

流域等，都相继签订了生态补偿协

议，就断面水质“对赌”。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提出，要坚持上下游、干支流、左

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

同推进大治理；5月14日，在推进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处理好发

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的关系，决不

能逾越生态安全的底线。

此次“鲁豫有约”就是河南山东

两省就“黄河大治理”交上的答卷。

《补偿协议》首次针对大型河流干流

断面做起文章，对黄河流域整体生

态保护有重要意义，也是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棋局中的重要落子。

“河湖荡漾”里 看见长三角一体化
□ 杨金志 何欣荣 胡洁菲

“荡漾”，是一个动词；而在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

带，“荡漾”还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名

词，指那些星罗棋布的中小湖泊。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地跨上海

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和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总规划国土

面积约2413平方公里，水域占比超

20%，其中面积超过50公顷的湖荡

达76个。这些河、湖、荡、漾里，藏

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太浦河：治理对标上海
“一江一河”

上游要吃饭、下游要喝水。古

往今来，跨界水体治理一直是个“老

大难”问题。对于西起太湖、东至黄

浦江，流经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太浦

河来说，难度更甚。

长三角一体化的加速推进，赋

予了这条河全新的面貌。

在太浦河平望段河北岸，喜马

拉雅公司投资建设的有声读书房、

老吊机的工业遗存、煤炭石油公司

的旧址等，让这块滨河地带有了独

特的人文景观。

然而，几年前情况却非如此。

“这里以前是个‘钉子户’，有一

百多间商铺，拆迁动员工作很不好

做。”吴江区平望镇党委委员刘森指

着太浦河北岸一块绿地说，近年来，

沪苏浙进一步深化水资源保护省际

协作机制，并建立联合河湖长制，治

水成效明显。

据悉，目前太浦河平望段沿线

整治 9 个区块已累计拆除建筑

27.78 万平方米，劝离住家船 207

条，清理各类杂船172条。

太浦河边有步道、驿站，人们在

这里健身、遛狗，情景恍如上海黄浦

江畔、苏州河边。吴江的干部们说，

太浦河的治理，就是要对标上海“一

江一河”。

淀山湖：白帆点点见证
文旅大发展

走进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大观园

的上海美帆游艇俱乐部，高覆盖率

的绿植让人以为误入小型森林。河

边绿草地上，麻雀和珠颈斑鸠散着

步，风裹挟着浪花拍打湖岸，原生态

景观让人心旷神怡。

美帆俱乐部的所在地，一边

是淀山湖，一边是元荡，这两个湖

泊都横跨沪苏。这里既是上海市

西郊一个休闲度假胜地，也是一

支由俱乐部运营的帆船国家队训

练基地。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骄

阳高悬，淀山湖帆星点点，长三角近

百名青少年帆船手在淀山湖上扬帆

竞技，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年

3月，中帆协与美帆俱乐部社企共建

的诺卡拉17级国家集训队，成功获

得了2021东京奥运会帆船项目参

赛资格，填补了我国在该奥运项目

上的空白。

文化、旅游、体育结合，绿色低

碳发展，美帆俱乐部在长三角示范

区内实现了健康发展。“长三角范围

内水网密布，是帆船运动和训练的

绝佳场所。”俱乐部董事长时立宪

说，得益于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内各个河道的贯通，俱乐部的

帆船运动也能从青浦“畅行”到吴

江、嘉善甚至更多地方。

祥符荡：这里不只有
“小确幸”

在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东北

面，有一片约3400亩的湖荡，名叫

祥符荡。

初夏的午后，几位本地居民坐在

祥符荡边钓鱼，野鸭子在附近悠闲地

划水。清风徐来，吹皱一池清水，一

幅岁月静好的画面在眼前徐徐展开。

千年祥符荡，曾一直是一个“小

确幸”的存在，但长三角一体化，让

它承载了更多期待。

湖荡以北，一座正在缓缓崛起

的科创绿谷让嘉善县在拥有“人文”

和“生态”两张名片之外，又多了一

张“科技”名片。

据悉，目前，祥符荡科创绿谷正

积极对标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升级

版”，一步步向长三角打开，加快导入

浙江大学、上海大学等高端资源，谋

划建设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酒店等。

“我们不仅要做加法，还做乘

法；不单纯做增量，还直接颠覆跨

越。”嘉善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自被纳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和G60科创走廊，嘉善县就着力成

为上海的“科创后花园”。

雪落漾：界湖“盼来”
了长三角干部

一个人有其命运，一个湖亦如是。

多年以来，青浦区和吴江区的

界湖雪落漾，虽然有一个好听的名

字，但因为蓝藻、水葫芦问题频发，

并不是一个“受待见”的漾。

但如今去到雪落漾，居民违搭

的渔网设施已被拆除，水清岸绿，不

时还有水鸟栖息，拿出手机随手一

拍，尽是大片。

这样的变化，还要从长三角干

部交流说起。去年底，上海、苏州两

地共同探索干部交流任职。不同于

以往的交流挂职，这次所有干部的

人事和组织档案都已随人迁移。

曾任吴江区桃源镇镇长的吕剑

就作为其中一员，交流任上海市青

浦区金泽镇副镇长。

雪落漾，成为他上任后“啃下”

的第一块“硬骨头”。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

两地可以采取一体招标模式，即共同

选取一家专业公司进行水域保洁。

如今，在解决养护标准不一、资金拨

付通道等问题后，一体管理、考核等

机制也相继建立，治理成效显著。

保护母亲河
乐见“对赌协议”多点开花

□ 颜之宏

近日，一份山东、河南两省签订的生态保

护“对赌协议”引发网友围观。这份协议全称

是《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协议约定，在2021年～2022年期间，对

流经两省的黄河干流流域的水质实施生态补

偿机制，若水质全年均值达到Ⅲ类标准，两省

互不补偿；水质年均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改善

一个水质类别，下游的山东省给予上游的河

南省6000万元补偿资金；每恶化一个水质类

别，上游的河南省给予下游的山东省6000万

元补偿资金。

除了6000万元的“大赌注”外，对赌协议

还“捆绑”了一份“筹码”——水质变化补偿。

协议约定，跨两省交界的刘庄国控断面年度

关键污染物指数每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山

东省给予河南省100万元补偿；每同比上升1

个百分点，河南省给予山东省100万元补偿，

该项补偿上限为4000万元。也就是说，这场

“豪赌”的最高补偿金可以达到1亿元。

水利部2013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水利

普查公报》显示，我国流域面积超10,000平方

公里的河流数量有228条，总长度为13.25万

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长度的3倍多。在这

些河流中，有不少河流流经多个省份或地区，

如黄河母亲河。正因为源头不在自己的管辖

范围，上游“闭眼”排污、下游“遭殃”难管的情

况在过去屡见不鲜。

下游认为，自己花了大成本保护母亲河，

上游却对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功

亏一篑；上游则认为，自己的经济也要发展，

凭什么花我财政的钱来给下游“做嫁衣”。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各扫自家门前雪，莫

管他人瓦上霜”是一些地区一味追求经济发

展的真实写照。推进跨流域、跨区域生态保

护因而显得阻力重重。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戏称山东河南两省

签订的这个“赌约”是“鲁豫有约”，大家围观

这个话题，也从侧面反映出广大群众对跨流

域生态治理的普遍期待。上下游之间的生态

保护“对赌”，实质上解决了“为什么出钱”和

“由谁出钱”的问题，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

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事实上，早在2005年，浙江、安徽两地政

府就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商谈。7年

后，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生

效，一场高达每年5亿元的“对赌”悄然拉开

序幕。在三轮“赌约”之后，新安江流域水质

明显提升，这场成功实践的背后也给当前的

“鲁豫有约”注入了信心。

在“鲁豫有约”之后，哪些河流保护逐步

建立了跨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

“对赌筹码”究竟要多大？生态补偿机制还有

哪些创新空间？成为有关部门迫切需要回答

的一道时代命题，广大人民群众乐见这一机

制尽早多点开花。

黄河在这黄河在这里变成里变成““立交河立交河””
在河南郑州西北约30公里一个叫孤柏嘴的河湾处，黄河河底之下还藏着两条从南向北奔流的“河”。这一

穿黄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咽喉”，也是国内首例用盾构方式穿越黄河的工程。最近几天，在长达4.25公里、

最大埋深35米的两条穿黄隧洞中，每秒就有约280立方米的水穿越黄河，自北岸焦作温县的隧洞出口涌出。这

一幕被形象地称为“立交河”。从“咽喉”之地涌向黄河北岸的南来之水，为华北地区打开了“水龙头”，滋润了周

边的城市。图为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北岸明渠。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