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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十四五 再出发再出发
聚焦2021河南两会·热话题

生态廊道建设是国土生态修
复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省
各地主城区、公路沿线、河流沿线、
南水北调中线大渠沿线等生态廊
道相继建成，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
善，生态环境景观持续向好，大气
质量明显改善。

农工党界别的省政协委员调

研后发现，我省生态廊道建设与环
境保护的需要仍有差距，一些重要
的河网、林网建设及城乡一体化的
生态廊道仍未建成。

对此，委员们建议，依托交通
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建设由铁路、公
路、河流等组成的生态廊道网络，提
高廊道绿化水平；建设城乡一体化

农林网络，城镇空间采用廊道串联，
加强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积极稳妥
地推进农田防护林完善和提升，构
建平原生态绿网；丰富和创新造林
绿化形式，倡导营造“创业林”“园丁
林”“天使林”等纪念林，充分调动社
会各界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不断优
化改善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
生存与健康的基础，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

2019年9月，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
重大国家战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生态保护是黄河
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
提，也是重要的支撑。今年
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围
绕我省生态保护工作积极建
言献策。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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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立法规划
引领和约束作用

黄河流经我省三门峡、
洛阳、济源、焦作、郑州、新
乡、开封、濮阳等 8个省辖
市，河道总长 711公里，流域
面积 3.62万平方公里。就
如何更好推进我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民建界别的省
政协委员提出建议。

委员们建议制定统一的
保护和治理我省黄河流域的
专门性法律法规，统筹协调黄
河流域资源生态环境的开发
保护工作，有效处理上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之间的关系，
形成跨区域、跨部门、全要素、
全流域横向立法体系。此外，
委员们还建议，加强顶层设
计，对黄河流域设立哪些类型
的生态功能区做出规定，切实
发挥规划的引领和约束作用，
为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
供根本遵循。

针对强化生态监管和环
境整治，委员们建议，实施水
污染综合治理、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土壤污染综合治理
工程，开展生态环境监管执
法、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环境治理能
力提升行动；全面推行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持续强力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扫干
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
的生活垃圾治理体系；推动农
业清洁化生产，开展化肥农药
零增长行动，推进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
治；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
度，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抓好秸秆综合利用。

我省黄河流域内湿地面积
20.34万公顷，占全省湿地面积的
22.67%。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多样，
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和鸟类迁徙
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生态区位
非常重要。

针对保护区内人口众多、生态
保护与农业生产矛盾比较突出、黄
河湿地不湿等问题，九三学社界别
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建议。

委员们认为，应组织继续推进
黄河滩区移民工程，优先将各自然
保护区内的居民通过移民安置工
作迁移至自然保护区以外，解决居
民生产生活同湿地生态保护之间

的矛盾。
沿黄河湿地5个自然保护区内

划定的基本农田有 44.84万亩。对
此，委员们建议我省积极同自然资
源部沟通协调，将自然保护区内基
本农田进行调减，并规划实施退耕
还湿和湿地保护修复工程，还原黄
河湿地生态原真性。

随着小浪底大坝建成投用，黄
河季节性的洪水被控制，下游河道
游荡性降低，河道摆动范围由原来
的 3~5公里缩小到 1~3公里，大量
的湿地不再过水，逐步退化为旱
地。而小浪底的调水排沙也使黄
河河道下切 2米多，黄河水位线进

一步下降。针对“黄河湿地不湿”
的问题，委员们建议在滩区规划生
态引水工程，将黄河河道中的低水
位引至高滩，增加其水域面积，逐
步恢复湿地生态系统。

委员们还建议规划实施一批
黄河湿地生态旅游修复项目，通过
修建必要的生态栈道等旅游基础
设施，通过郑州、开封、洛阳、三门
峡等离城区较近的滩区规划建设
一批科普宣教场馆，向社会宣传黄
河湿地生态系统价值功能及黄河
文化，扩大黄河湿地的社会影响，
提升社会公众对黄河湿地保护的
认知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视野提出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
论断，强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

省政协委员李军认为，近年
来，我省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虽然取
得一定成效，但全省生态系统敏感
脆弱的本底尚未根本改变，必须采
取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综合
模式。李军建议，建立政府引导与
投贷管理相结合的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基金，吸引更多的社
会与金融资本广泛参与，克服财政

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将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林业等部门的修复资金等纳入
生态保护修复基金，通过发挥财政
资金的撬动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到我省生态保护修复中来，
不断拓宽资金筹措渠道，进一步加
强河南省绿色发展基金对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的支撑作用。”李军建
议，规范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生态
保护修复。

如何加强对生态保护修复基
金的管理？李军建议，财政部门加

强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基金的运作管理，对基金的适用对
象、适用条件、监督范围、执行流
程、监督措施、公示等程序和要求
进行明确，待经验成熟时形成规范
性文件，为统一有效开展生态保护
修复提供制度支撑。

李军认为，由于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修复项目涉及多部门管理，多
种类项目综合实施，在实施过程中
可以引入第三方生态修复管理机
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以解决目前部
门管理职能交叉和管理费用过高
的问题。

完善生态廊道建设

建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基金

加大黄河湿地保护力度

黄河观光路绿意葱茏（摄于去年9月）

统筹协调黄河流域资源生态环境开发保护

建议制定统一的保护和治理黄河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