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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黄河，自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奔流而下；一路
奔腾，从菏泽市东明县进入齐鲁大地。

2019年9月18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的伟大号召，亲自擘画新时代黄河崭新的宏伟蓝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由此被确立为国家
重大战略。千百年来，奔腾不息、浪淘风簸的黄河翻开崭
新历史画卷。

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黄河在其境内全长185公
里，形成滩区面积504平方公里，滩区内现居住人口14.7
万人。挟黄河奔涌之势，一年来，菏泽市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积极探索，全力提
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努力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登台”迈步新生活

白墙灰瓦，红门带院。村台上，一排排坐落有致、整
齐划一的两层小楼已完工。

洗把脸，换上干净衣服。9月20日清早，鄄城县旧城
镇王庄村村民刘海臣一家来到分房现场。旧城镇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村台社区建成投入使用，这一天开始分房领
钥匙，村台上鞭炮声声入耳，村民觉得像过年一样。

“1996年的那场洪水，眼看着房子被水冲没了……
2016年底开始建新村台，我每天都到村台上转一转，看
着村台社区一天天建好，就想着早日搬进新家。”67岁的
刘海臣说，“打小在黄河岸边长大，见惯了黄河水患，没过
过安稳日子，黄河一上水就睡不着觉。现在新房建成，道
路宽敞、设施齐全，想想就高兴。”

刘海臣一家很快选好房子，儿子、儿媳忙着联系新家
具，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当日，位于黄河滩区的鄄城县旧城镇六合社区（三合
村村台）、七街村台、大邢庄村台和安庄村台全部投入使
用，首批迁建安置村民按照排号顺序，统一选房，准备乔
迁新居。根据规划，社区内配套建设小学、幼儿园、创业
车间、社区服务中心等。

在东明县黄河滩区，55岁刘湘泉的记忆里，儿时的家
重复着年年淹、年年搬、年年换的循环。村里老人都说，
上辈子作恶的人，才投胎在滩区内。

一个安稳的家，是他儿时向往的生活。2011年，刘
湘泉成为首批搬入长兴集乡竹林新村的滩区群众，住上
了两层洋房。新村居住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百姓生
活舒心。

“新村按照人均35平方米、1万元的标准拎包入住，
包括门窗、卫生间坐便器、洗手盆，厨房洗菜盆，一应俱

全。”长兴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方领说。
有了安稳的家，刘湘泉他们现在考虑的是，如何依托

产业致富，开上轿车，过上更好的日子。

画笔里的历史变迁

东明县长兴集乡位于黄河滩区腹地，1855年开始，
因黄河改道，竹林新村曾三易村址。

如今的竹林新村，一座别具一格的村史馆里人来人
往。71岁的毛吉志，放下船桨拿起画笔，成了远近闻名的

“农民画家”。新村建起的这座馆，陈列着他创作的书画
作品。

“以前年年拉土垫村台，搬进新村后生活变化太大
了，我要把这段历史用画笔记录下来。”毛吉志说。

日子好起来，幸福画出来。毛吉志用近两年的时间，
以插画形式描绘村里跨越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他的画
里不仅有过往的苦难，更多是如今的美好：滩区众多村民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村里的年轻人，通过直播卖货走上致
富路。

“吃水不忘打井人，党和国家一直关心着我们的疾
苦，现在日子好了，我要一直画下去。”毛吉志说。

王方领介绍，竹林新村搬迁安置5个滩区自然村，
5120人。工程在群众集中居住点就近淤筑村台，采取

“六统一模式”建设，没有改变滩区群众生活习惯和增加
耕作半径，有利于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符合当地群众安
置意愿。

圆“安居梦”谋“幸福长”

曾经与黄河为邻的日子，不只是岁月静好。频发的
洪水让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深受其害，“三年攒钱，三年垫
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的恶性循环，成为滩区群众祖祖
辈辈的苦涩记忆。

2017年2月，省委、省政府启动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工程，菏泽市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层层压实
责任，举全市之力加以推进。

立下愚公志，誓啃硬骨头。为早日实现滩区群众的
“安居梦”，菏泽市坚持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民生工程来抓，积极完善工作机制，强
化质量监管，全力加快工程进度，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水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个个村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承载着滩区群众的
安居梦想，见证着黄河滩区一场历史性变迁。

菏泽是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主战场，截至目前，
28个村台社区全部开工，10个村台社区已完成主体建
设，其中鄄城县4个村台社区已达到入住条件，近期将启
动搬迁；剩余18个村台社区正在加快进度施工，年底前
完成建设。6个外迁社区中5个已搬迁入住，另一个即将
启动搬迁。

产业发展是保障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的关键。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菏泽市积极探索富有地域
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依托滩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
污染少、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文化悠久等优势，建设黄河
滩区生态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带。坚持将滩区迁建与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
谋划，实现安居与富民同步推进、生态与产业同步发展，
真正让黄河滩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花果
滩、幸福滩。

蝶变的滩区 不变的乡愁

杨柳依依、秋风习习，一望无垠的碧波中，满池的荷
花吸引水鸟驻足嬉戏。一家县级林场到国家级湿地公园
的转变，诠释着黄河岸边生态宜居的美丽蝶变。

东明县国有三春集林场始建于1965年，为了防风固
沙，栽植有杨树和刺槐。2004年，东明县抓住黄河标准
化堤防建设机遇，借助淤背堤需要，形成部分水面，结合
自身区位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着手策划发展旅游产
业，2017年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成为菏泽
市首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紧邻黄河，湿地公园在汛期可以获得大量补给，不仅
涵养土壤，还可以给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每年冬季，滩
区的灰鹤有成千上万只，非常壮观。

“公园每年接待游客45万人次，年生态旅游收入达
到350万元，吸引周边贫困户、农户来公园务工。”东明县
林业局局长文玉生介绍。湿地公园通过旅游产业带动周
边群众参与服务，增加收入来源，促进经济发展，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菏泽市进一步明确沿黄区域
重要生态廊道定位，加强沿黄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区、
湿地公园建设与保护，扎实推进森林生态修复与保护、农
田防护林、森林生态廊道、城乡绿化美化等重点林业工
程，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城碧水绕 古县换新颜

漫步郓城县水浒好汉城，追寻水浒遗风，每一步都似
有千年光景，游客体验着时光宁静和历史沧桑。

这里被誉为“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每年游客达
200多万人次，成为众多影视剧拍摄地。

郓城宋江武校校长樊庆斌表示，郓城县是全国唯一
兼具水浒文化、红色文化、黄河文化的县域，水浒好汉城
古朴浑厚、拙中蕴灵，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产一脉相承。
多年来以景区项目为载体，形成具有当地独特魅力的好
汉文化，通过延伸产业链，更好地展示了黄河文化、水浒
文化。

郓城城东的宋金河，即济水的一个分支。清咸丰五
年，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济水故道变为黄河故道。如
今，经过治理和保护，宋金河保留了原生态湿地，河水清
澈，河畔建有公园、广场等休闲设施。该县着力打造的宋
金河风景带，与南湖公园、沙河景观纵横连接，为市民提
供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格局。

“千年古县”郓城注重历史文脉传承，让文化引领城
市走向未来，每条道路、公园、广场都有文化主题，独特的
文化色彩凝聚着历史厚重，装点着城市的独特神韵。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菏泽市深入
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加强对沿黄物质文化遗
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加大标志性文旅项目
建设力度，推进生态保护、旅游发展与文化产业有机融
合。

黄河宁，天下平。菏泽市牢牢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主动
作为、攻坚克难，努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进展，切实做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这篇大文章。

河
水
安
澜

泽
被
两
岸

—
—

菏
泽
市
全
力
提
升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水
平

■
菏
泽
日
报
记
者

张
国
庆

张
啸

济
宁
日
报
记
者

刘
项
清

刘
传
伏

摄
影
报
道

作为唯一沿黄又沿海的
省份，山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为歌颂母亲河，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唱响山

东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乐
章，我省沿黄9家城市党报联合开展“奔流·向海
——山东沿黄城市党报记者走黄河”大型全媒体
采风活动。

聚焦母亲河，奏响大合唱。9月18日-10月17
日，采访团依次前往沿黄 9 市分两次进行集体采
风。从今天起，我们将进行集中报道，聚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解读黄河战略赋
予沿黄各市的定位与使命，以及协同推进

大治理、保护黄河大生态的措施与行
动，向广大受众呈现各地生态改

善、经济发展的安澜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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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团一行在黄河东明霍寨险工了解情况

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东明焦园春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

郓城县水浒好汉城 郓州博物馆 鸟瞰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

黄河入鲁第一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