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沿黄城市党报记者走黄河·聊城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
行走在东阿黄河大堤上，一侧黄河如带、

水声滔滔，一侧碧林如海、林木葱葱，如画美景
令人心情格外舒畅。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千
秋大计。保护好黄河、建设绿色生态屏障，
打造独具特色的黄河景观，一直是聊城市
及东阿县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东阿县秉承“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理念，举全县之力，在57公里的黄河
大堤上植树造林、固堤护河、打造景点、美
化自然，整个大堤森林覆盖率达到61%，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百里生态长廊。

东阿黄河国家森林公园是聊城市加
强黄河沿岸生态环境建设的美丽缩影。
作为黄河百里生态长廊的重中之重，东阿
黄河国家森林公园依气势磅礴的百里黄
河而建，面积2446.3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72%，园内集山、水、林、寺、墓、桥、堤、坝、
闸、洞诸多景点于一体，是迄今全国唯一一
个在黄河冲积平原上建起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

黄河宁，天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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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引黄治黄，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人们的殷殷期
望，是安民兴邦的一件大事。

7月13日8时，位于东阿黄河国家森林公
园内的黄河艾山水文站，洪峰流量回落至
1920立方米/每秒以下，这标志着黄河24年来
最大洪峰从聊城市安全过境。据黄河艾山水文
站监测，这次洪水最大流量为4800立方米/每
秒，为“96·8”洪水以来的最大洪峰。此次洪峰
中，聊城市黄河防洪工程没有出现任何险情，洪水
完全控制在黄河主河槽内。

今天的黄河聊城段，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显
从容有序。这份从容，得益于近年来聊城市不断强
化黄河防洪措施，大力提升防御能力，从而确保黄河
安然度汛。

聊城市先后实施了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金堤
河干流河道治理工程(山东段)、黄河下游防洪工程(聊
城段)等工程，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防洪工程抗洪强度；
积极推进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前期工作、位山
引黄涵闸改建工程及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安全监测系统
建设，补齐防洪工程短板；加快位山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建设，工程调控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得
到有力提高。

聊城落细落实各类防汛责任，组织汛前工程普
查、河势查勘、水尺校测，修订完善各类方案预案，
加强防汛队伍建设和演练，备齐防汛抢险料物；
补齐信息化建设短板，做好防汛信息采集、重要
险工险段远程监控安装、指挥调度等信息工

程建设，大力提高防汛工作效率。
因为有了这份笃定，在今年应对黄
河汛期“大考”时，聊城实现了不漫

滩、无险情，平稳渡过汛期，交
上了对黄河汛期的最好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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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东阿县第四届牡丹观光节开幕的
时候，我带着孩子到艾山风景区游玩过，牡丹园里牡
丹品种既多又漂亮。游客太多了，没想到如今我的
业务越过了黄河。”

9月17日，来自济南玄鸟彩绘公司的设计师李
燕正在艾山村做墙壁立体彩绘，谈起黄河、谈起艾山
村，谈起牡丹节她竖起了大拇指。

以打造游览一条河、品味一座山、做美一方田为
目标的艾山风景区位于黄河岸边艾山脚下，占地66
公顷，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牡丹立体种植园区。
园区以油用牡丹立体种植模式为基础，以特有的山
水自然景观为载体，集山河、森林、沙滩、牡丹、人文
自然景观于一体。艾山牡丹园先后被评为“齐鲁美
丽田园”“聊城市乡村旅游综合体”。

赏花不必去他乡，国色天香看艾山。每年的四
月中旬，艾山牡丹便会如期开放，站在艾山的山顶或
行走在黄河大堤上，白色的牡丹花朵像是一片片云
海，在风中摇曳。在精品牡丹园区，各色牡丹连阡接
陌，雍容华贵，色艳香浓，艳若蒸霞，蔚为壮观。

山水为形、人文乃神。文化自信是更深沉的自
信，精神力量是更持久的力量。聊城市坚持深入保
护和挖掘黄河文化、引黄灌溉文化、治沙文化内涵与
时代价值，把文化融入生态改善和脱贫攻坚的各个
方面，讲好“黄河故事”，编撰完成《位山灌区志》《位
山灌区民间故事》；实施干渠沿线园林式绿化景观提
升工程，打造“一段一特色、一处一景观”的滨水观光
带；新植各类林木10万余株，建成百余公里的集防
风固沙、护堤、交通、水文化展示和绿化美化于一体
的生态廊道，打造120公顷的“引黄灌溉纪念林”；充
分挖掘历史和文化底蕴，高标准建设引黄灌溉文化
纪念园、多处水利文化广场，集中展示聊城市“治沙
治黄、战天斗地”的引黄灌溉精神、历史与成就，打造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高地。

以“文旅兴市”为目标，聊城市全力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积极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实现河湖相
连、水系相通，打造特色鲜明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城市。截至目前，聊城市已经编制完成了《黄河康养
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黄河露营公园概念性规划》
等；完成了艾山旅游景区建设，启动了黄河沿线
旅游服务功能提升工程；深入挖掘以黄河文
化、养生文化、曹植文化等为内涵的黄河康养
旅游度假区项目被列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精品旅游重大项目库。

……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

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
实施，聊城正以更饱满的精
神、更昂扬的斗志拓宽发
展新空间、厚植发展新
优势，奏响新时代

“黄河大合唱”
的聊城强
音！

讲好讲好““黄河故事黄河故事””
弘扬弘扬““黄河文化黄河文化””

9月的位山黄河公园，天蓝水碧、道路平整、景
色宜人；湖水两侧芦苇青青，鱼戏莲叶；大水车随
风转动，在天空中洒下了蒙蒙细雨；游人熙来攘
往，流连忘返，好一幅疏密有度、水城共融的生态
画卷……

但是谁曾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流沙遍地、
草木稀疏的贫困沉沙池区。

聊城市位山灌区是全国第五大灌区、黄河第
二大灌区、山东最大的灌区，始建于1958年。运
行62年来，位山灌区引进了大量黄河水为聊城及
周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水源保障。同时，这里还承担了引黄济
津、引黄入卫，向雄安新区、天津跨流域调水的任
务，近两年已累计向雄安新区等地供水7.6亿立方
米。

然而，引黄必引沙。位山灌区引黄事业在造
福广大群众的同时，也引入了大量泥沙，形成黄河
流域乃至全国最大的沉沙池。池区土地贫瘠、生
态脆弱，严重影响了区内5个乡镇、92个村近8.6
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典
型的因沙致贫区域和聊城市扶贫攻坚的重点片区。

“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揭不开锅”，“关上门、
闭上窗、不误晚上喝泥汤”，“一天进嘴二两土，白
天不够晚上补”这是原来池区群众生活的真实写
照，透着诙谐也饱含着无奈。“盼望家乡生态环境
改变，风沙不再起，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东阿县
姜楼镇王小楼村村民张秀银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为有效破解难题，聊城市坚定不移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创造性采取‘政府政策性主导、社会多
元化投资、产业市场化运作、突出水文化特色’的
池区生态治理模式。”聊城市位山灌区管理处副主
任秦月成说。

2015年，聊城市多方筹措资金4.1亿元，在沉
沙池区建成了60.3公里的柏油道路和26座大中
型桥梁等，彻底改变了池区几十年不通公路的历
史，为池区经济、旅游发展提供交通便利。之后又
先后实施了泥沙高地开发治理、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等工程，在优化调度水资源、实现分散沉
沙和远距离输沙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同时，在保证沉沙池输水功能不变的前提下，
聊城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湿地环境条件，以打造“位
山黄河公园”为抓手，结合当地特色农林产业，改
善区域工农业生产环境，建设池间东西连渠及游
览路，形成“一体两翼、东蓬西荷”的组合式双景区
结构，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生态经济
发展。

在位山黄河公园周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调
整种植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变沙为宝、化
害为利，促进群众增产增收。沉沙池区实现了从

“遍地流沙”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华丽
转变，实现治沙增绿和民生改善双丰收，打造了生
态文明建设新样本。

位山黄河公园自2018年运营以来，景区接待
游客超过20多万人次，昔日“黄沙遍地”的沉沙池
区，变成风景秀丽的“绿水江南”，成为聊城及周边
临市群众周末和节假日自驾游、跟团游
的特色景点。

昔日昔日““黄沙遍地黄沙遍地””
今朝今朝““绿水江南绿水江南””

堤固澜安
百里黄河披锦绣

大河滔滔，蜿蜒奔流
入海。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
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品格。
聊城，傍巍巍泰山，临滔滔黄河，因水而兴，

以水而名。作为聊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命
脉，黄河每年提供8亿多立方米的水源补给，灌溉全
市36万公顷农田，成就了“江北水城”的城市品牌。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重大国家战略，聊城市及沿黄大县东阿县，全
力以赴抢抓战略机遇，积极主动践行黄河战

略，紧抓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百
里沿黄岸边，奏响“黄河大合唱”

的聊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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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怡人

东阿黄河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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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黄河国家森
林公园景色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