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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史浩飞认
为，要牢牢掌握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
权。首先，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要
主动谋划、主动对接、主动支撑国家重
大科技需求，努力从国家急迫需求和
战略需求出发凝练科学技术问题，持
之 以 恒 地 投 入 到 对 科 学 原 理 的 探 索
中，解决国家战略需求背后的基础科
学问题，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
源源不断的创新思路。其次，要转变思
维方式，开创发展新局。要勇于引领、
敢于创新，特别要深耕基础研究，筑牢
原创之基，敢于挑战学术前沿，勇于探
索未知领域，发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的创新精神。此外，还要将自主创新的
技术成果与产业链结合起来，以高水
平科技创新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高
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增加高质量科
技供给。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
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山西
省委会副主委、山西科技学院院长梁丽
萍撰文指出，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
要解决好文旅相融“融什么”“怎么融”

“融得好”的问题。首先，深耕地域文化，
深挖地方文化资源，推动创意转化。进
一步挖掘、梳理能充分代表地域文化特
质、对市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文化资
源，并形成一以贯之的文化符号，将文
化内涵、文化故事融入景区景点，深入
塑造省域文化品牌形象，努力把“好风
景”讲出“好故事”，把“好故事”做成“好
产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其次，推动
资源转化。要确立文旅融合的空间布
局，形成各区域主题鲜明、相互协同又
错位发展的文旅融合格局，处理好旅游
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环境保护的关系。
文旅融合应坚持虚实结合，一方面要提
炼文化价值和文化符号，明确目标定位；
另一方面要加强项目化、载体化推进。要
积极运用“文旅+”模式，实现资源的产品
化开发，提升文化产品的供给力，培育和
创造新业态，不断构建包括乡村旅游、研
学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等多产互融
的多元文旅融合产品体系。此外，要充
分发挥科技在推动文旅融合中的支撑
作用，促进“诗”与“远方”实现更好的
连 接 ，进 一 步 解 决 好 文 旅 相 融“ 融 得
好”的问题。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政协
报》 周蔚/整理

编者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
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沿黄省区，为新时期黄河保护治理、流域省区转型发展指明方向，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擘画蓝图。古老黄河的保护与发展进入历史新境界，展开历史新篇章。

6 月 23 日至 28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4 年宣传活动在山东举行，主题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推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本报记者随采访团走进山东济南、德州、菏泽、东营等地，了解山东省推进黄河保护法实施、黄河
三角洲生态保护、黄河文化传承等情况。请看记者带来的一组报道。

沿着黄沿着黄河遇见海河遇见海
———山东依法推进黄—山东依法推进黄河保护黄河文化传承见闻河保护黄河文化传承见闻

九 曲 黄 河 经 青 海 、 四 川 、 甘
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
河南，从菏泽进入山东，流经省内
九个设区的市，从东营汇入渤海。
黄河山东段长 628 公里，占黄河总
长度的 11.5%。在黄河保护中，山东
承担着重要责任。

近年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统
筹抓好“大块头”与“小快灵”立
法，积极构建起以黄河保护条例和
加强山东现代水网建设的决定为统
领，以东平湖保护条例、南四湖保
护条例、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条例
和节约用水条例等为框架，以沿黄
九市协同立法为支撑的地方性法规
一体布局。

2023 年 4 月 1 日，黄河保护法正
式实施。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立足当
地实际，积极推动山东省黄河保护
条例的立法进程，于 2024 年 3 月审
议通过黄河保护条例，与黄河保护
法有效衔接，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
做法上升为法规，并着重围绕解决
问题进行制度设计，更具针对性、
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还推进和参
与制定《山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
例》《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条

例》等专项法规，不断强化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保障；制定修订南
四湖、东平湖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等 6 项流域环境治理专项配套
标准，夯实流域生态环境标准基础。

记者注意到，沿黄九市协同立
法 还 拓 展 了 山 东 黄 河 保 护 法 治 建
设。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
任徐金妹介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针对黄河下游山东段的特点，按照

“主题协同、特色鲜明”的立法思
路，采取“小切口”“小快灵”模
式，把黄河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扎实
推进沿黄九市协同立法。2023 年 1
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济
南等沿黄九市以“黄河水资源保护
与节约集约利用”为主题的地方性
法规，并于 2023 年 4月 1日起实施。

徐金妹进一步解释，这次协同
立 法 重 在 主 题 协 同 ， 九 市 法 规 名
称、调整范围、体例结构不一定完
全相同。围绕“黄河水资源保护与
集约节约利用”这一主题，注重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效
果导向，充分考虑本市黄河水资源
保护与利用现状，针对问题立法，
用立法解决问题，立出本地特色。

同 时 ， 各 市 建 立 完 善 沟 通 协 调 机
制、重要问题联合攻关机制等，共
享立法、政策、标准等信息，共同
研究解决难点焦点问题。

在执法司法方面，山东黄河河务
局联合公检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行
刑衔接”机制，沿黄巡回法庭、检察工
作室、司法修复基地增至 72 处，实现
沿黄九市全覆盖；与公检法司、河长
办开展各类专项行动 134 次，向公安
机关、检察院移送问题线索 3个。

山东省水利厅与该省检察院建
立水行政主管部门与检察机关协作
机制，与该省公安厅建立水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2023 年，
山东省水利厅与该省检察院联合部
署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
动，对 57 项问题开展排查整改；与
该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联合部署开展全省河湖安
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共建立问题
线索 2965 个，立案 519 件，有力维
护了水事秩序和河湖安全。

共护黄河安澜的协同立法

我出生在黄河边，喝着黄河水
长大，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每逢
黄河枯水期，水井没有水，就跟着
大人一起到离村庄很远的地方去
担水吃，用半盆水先洗脸后洗脚，
再留着喂鸡喂鸭。那时候，我是多
么盼望黄河不再断流，并在心里默
默立志，要为黄河做点什么。

2018 年 ，我 当 选 全 国 人 大 代
表，此后提交了 58 条代表建议，其
中有 30多条与黄河相关。

前些年，黄河入海口湿地区域
互花米草一度泛滥，极大影响了滩
涂潮汐水文，导致盐地碱蓬严重退
化，威胁本土动植物的生存和近海
岸生态系统安全。我经过多次实地
走访调研，提出《关于加快对环渤海
地区互花米草治理的建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部门
对“治草”工作高度重视，与东营市
组建治理研究小组，研究采取措施。
东营市出台《东营市黄河三角洲生
态保护与修复条例》和《东营市互花
米 草 防 范 治 理 工 作 方 案（2020—
2022年）》，组织人员采取围淹方式
治理互花米草：在低潮滩，采取刈割
治理举措；在中潮滩，采取“刈割+围
淹”治理举措；在高潮滩，采取“刈
割+翻耕”治理举措，先后投资 5.47
亿元，连续实施五期综合治理项目，
治理总面积13.1万亩。

为防止互花米草“卷土重来”，
东营市采用生态的方式修复生态，
因地制宜恢复盐地碱蓬、海草床等
植被来挤占互花米草的生长空间，
累计退耕还湿 、退养还滩 7.25 万
亩，修复盐地碱蓬 、海草床 6.2 万
亩，有力促进和提升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

2023 年，《东营市互花米草防
治攻坚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出台，明确“三年治理、三年防护”
的攻坚治理“路线图”，确保 2025
年将互花米草全部彻底清理干净。
2023 年 11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在东营组织召开“全国第二次互花
米草防治工作现场会”，充分肯定

东营市治理互花米草的成绩，向全
国推广东营市的经验做法。

此外，我还提交了《关于推进
实施黄河刁口河故道生态修复和
保护工程的建议》《关于利用黄河
水入海之水打造黄河三角洲下游
地区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关于进一步支持黄河三角洲地区
实施生态环境大保护的建议》等，
涉及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
保护、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等工作，引
起国家、省市相关部门重视。

2021 年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局 批
复同意开展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
工作，标志着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
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上升到新的高
度。在国家和山东省有关部门指导
支持下，东营市以国家公园创建为
牵引，投资近 10 亿元实施水、林、
田、湖、草、湿地、滩涂、海岸线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市湿地面积
达到 4567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的
1/4，湿 地 保 护 面 积 2762 平 方 公
里，保护率达到 60.47%。

随着湿地修复面积的不断扩展、
生态环境的快速提升，东营为鸟类繁
衍生息提供了多样栖息地。在黄河口
国家公园创建区内，野生动物、植物
分别增加到 1632种、685种，鸟类由
建区时的 187 种增加到现在的 373
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分别达
到 26种和 65种，38种鸟类数量超过
全球总量的1%，成为名副其实的“鸟
类国际机场”。有句话说得好：“生态好
不好，鸟儿最知道。”现在的东营，珍稀
的白天鹅飞进城市湿地嬉戏觅食已
是常态，就连生性挑剔的东方白鹳也
在城市附近“安家产子”。

亲身经历黄河三角洲的发展变
化，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丰富内涵，更加清晰认识到推进
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更加坚定了履行全国人大代表和基
层环保工作者职责的信心决心。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相继印发和实
施，我更进一步认识到黄河水保护
的重要性，我将持续做好节水技术
创新等工作，并发挥人大代表联系
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带动更多
的人自觉行动起来，共同努力爱护
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

我的黄河情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湿地城市建设推进中心职工 张金海

6 月 26 日，一起由齐河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非法买卖国家重点一级
保护植物石山苏铁案在该县黄河生
态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齐河作为德州市唯一沿黄县，拥
有 63.4 公 里 黄 河 生 态 廊 道 、万 亩 林
海、黄河湿地等生态资源，素有“黄河
水乡”“长寿之乡”的美誉。

为落实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战 略 部 署 ，2022
年，该县检察院在黄河国际生态城设
立黄河生态检察室，内设益德益心办
公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办公
室、首席专家工作室、听证室、企业合
规办公室等 8个办公室。

齐河县检察院检察长曹晓梅介
绍，检察室采用“四检合一”及“1+N”
的办案模式，履行刑事、民事、行政、

公 益 诉 讼“ 四 大 检
察”职能。该院坚持
黄河生态检察室与
省级生态修复示范
基地联合打造，构建

“刑事打击+公益诉
讼+警示教育+生态
修复”四位一体办案
模式，建立“人大代
表 + 检 察 官 + N”协
同工作机制，与相关
部门建立生态环境
异地修复、损害赔偿
与公益诉讼衔接机
制。黄河生态检察室

成立以来，办理的 2 起案件获评全国
典型案事例，5 起案件获评全省典型
案事例。

2023 年 6 月，该院发现黄河大堤
一处堤坡被开垦为梯田后用于种植
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严重影响黄河
行洪安全，遂立案。由于案件涉及生
态修复等专业性问题，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邀请水务、农业、环保等领域
专家和特邀检察官助理一起到案发
地实地查看情况，经专家论证，破坏
河堤毁林开垦行为造成水土流失、生
态破坏。

该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制定
生态防护林及草坪补植方案，并由专
业人员对修复补植方案进行论证。论
证通过后，依方案补植相应的水土保
持林及堤坡草坪。修复完成后，经专

家评估，堤坡已达到原有设计标准、
符合《黄河堤防工程管理标准》要求。

“从案件办理到坝体修复、生态
环境修复，除了专家的支持，还离不
开人大代表的监督。”曹晓梅说。

齐河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张鸿翔介绍，该县人大常委会整合司
法相关领域 21 名市、县人大代表力
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司法服务保障混编专业人大代表
小组联络站，探索建立人大司法监督

“3+1”工作机制，“3”即黄河生态城法
庭、黄河生态检察室、黄河生态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站，“1”即代表联络站。

齐河县人大代表、山东纵远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春钰是司法服务保障
混编专业人大代表小组成员。此前，
她参与办理了一起非法猎捕野生动
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王某
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捕
杀野生鸟类，构成非法狩猎罪。但通
过调查了解到，王某基本不懂法，为
了防止果树的果实被鸟类啄食，才架
设的捕鸟网。张春钰积极发挥代表作
用，为王某释法说理，使其自愿认罪
认罚、积极赔偿。最终，王某被从轻
处罚。

“既能参加普法宣传、案件调解、
庭审观摩、检察官履职评议等各类活
动，又能与前来开庭的当事人沟通交
流，征集选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联络
站为我们人大代表履职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张春钰说。

“黄河水乡”的生态检察室

毛吉志，75 岁，菏泽市东明县长
兴集乡兴东新村农民画家，从小生活
在黄河滩区，过去受尽黄河所带来的
苦难。

“你看我这幅画，画的是 1975 年
黄河发大水，我们一家人躲避洪水的
场景，当时家里的三间房全淹了，只
有屋脊在水面上，一家人为了活命只
能挤在上面……”

2017 年，东明县按照山东省委省
政府部署，启动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
程，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战，4 个
乡镇、32539 户 12 万滩区群众全部搬
出“水窝子”，住进新房子。

现在的新村，都是白墙红瓦的二
层 小 洋 楼 ， 柏 油 路 、 卫 生 室 、 广
场、学校、超市一应俱全。这让从
小喜欢画画的毛吉志灵感迸发，他
拿起画笔，用一幅幅画，将黄河沿岸
群众从饱受水患到实现安居梦的生
活变迁展示出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段珍贵的记忆。

省级非遗项目“曹县戏文纸扎”

传承人赵曼丽则以鲁西南地区口口
相传的民间歌谣为蓝本，带着 100 多
名中小学生历时两个多月，用戏文纸
扎、面塑、泥塑等非遗技艺与综合材
料，再现了尧作成阳、舜渔雷泽、大禹
治水等传说故事，以及春耕、播种、运
粮等劳作场景，组成作品《黄河谣》。

一幅宽 0.63 米、长 12 米的剪纸
作品——《黄河情》，表达了菏泽市人
大代表、剪纸非遗传承人杨秀玲对黄
河深深的眷恋。

四川九曲黄河第一湾、甘肃的大
水车、宁夏的丝绸之路驼队和特产、
蒙古的蒙古包和能歌善舞的蒙古人、
陕西窑洞里剪纸的孩子老人、山西的
壶口瀑布、河南的三峡大坝、山东的

“一山一水一圣人”……杨秀玲用传
统的剪纸技艺描绘出沿黄 9 省区的
黄河文化和地域景观。

“我自小生活在黄河边、喝着黄
河水、听着黄河的故事、看着黄河奔
涌不息。我想留下黄河的魂。”杨秀
玲介绍起创作《黄河情》的初衷。为
表现黄河奔流气势，她采取“阳剪”的
方式来表现水流，用“阴剪”的方式展

现两岸景观，画面主次分明。
地处黄河流域的菏泽文化底蕴

丰厚，民间工艺巧夺天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丰富多彩，存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32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112 项。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加
强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
进传承体验设施建设，加强代表性项
目保护传承。

杨秀玲一直在思考，如何将非遗
文化传承发扬下去。今年年初，她在
菏泽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推进“非遗+
文化”的结合 促进传统工艺融入现
代生活的建议》，呼吁进一步探索产
教融合模式，建设有关非遗的文化产
业基地，开拓手造“文化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全国人大代表、大洪拳省级非遗
项目传承人、菏泽市郓城县宋江武校
校长樊庆斌将武术与历史传统文化、
黄河文化、水浒文化相结合，积极拓
宽产业链条，创新武术+影视、舞台
表演、文旅研学模式，将黄河风情当
中状元大刀、泥塑、古陶、制筝、剪纸、

戏曲等各个非遗项目有机结合，形成
一个完整的武术文化旅游产业链，让
黄河文化在菏泽绵延传承。

据介绍，接下来，山东省将持续
在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下功夫，

持续加强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历史建
筑、传统村落和水文化遗产以及农耕
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的保护，
健全非遗保护传承机制。

奔流不息的大河文明
治理互花米草后的黄河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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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由齐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非法买卖国家重
点一级保护植物石山苏铁案在该县黄河生态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菏泽市人大代表、剪纸非遗传承人杨秀玲展示其剪纸作品——《黄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