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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约 鲁豫签下“对赌协议”

2021 年 4 月，一个看似平常的春
日，山东省和河南省签署了一份特殊
的协议——《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协议》。这份协议，是黄河
流域首个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
份协议，在黄河治理的漫长历程中，犹
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
涟漪，被外界形象地称为鲁豫“对赌协
议”。今年是“对赌协议”签订的第五
年，这一决议，已成为深化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示范样板。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走遍黄河上中下游，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
略，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对母亲河的
未来深远谋划。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重要的经济地带。然而，多年来累
积的问题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
弱：在全国主要流域中，黄河流域水土
流失面积占流域土地面积比例最大；
上中下游生态易退化，恢复难度极大
且过程缓慢；部分地区污染排放强度
较高。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调子——“共同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鲁豫“对赌协议”规定，以黄河干
流刘庄国控断面水质监测结果为依据，
进行水质基本补偿和水质变化补偿。
若水质年均值达到Ⅲ类标准，双方互不
补偿；水质年均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改善
一级，山东给予河南 6000万元补偿资
金；水质年均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恶化一
级，河南给予山东 6000 万元补偿资
金。此外，还对断面3项关键污染物年
度指数的变化设置了补偿条款。这一
规定，让鲁豫两省在黄河治污上有了
明确的量化目标和利益关联。

在协议签署现场，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有关负责人感慨地说：“这份协
议，是我们两省共同守护黄河的决心
体现。它不仅是一份责任状，更是一
份承诺书，让我们在黄河治理上有了
更紧密的合作纽带。”河南省相关部门
负责人也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我们有信心通过两省的共同努力，
让黄河水质得到切实改善。”

履约 你“愿赌”我“应战”

山东为何愿意“赌”？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黄河水最

终在这里流入渤海。长期以来，黄
河水质状况对山东的生态环境、经
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用水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在签署“对赌协议”之
前，山东在黄河治理上已经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黄河入
鲁水质仍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山东的东营市，作为黄河入
海口所在地，拥有着独特而脆弱的湿
地生态系统。这里是众多珍稀鸟类
的栖息地，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
场”。然而，黄河水质的不稳定，对湿
地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如
果上游来水水质不佳，可能会导致湿
地内的水生生物减少，进而影响鸟类
的食物来源和栖息环境。为了保护
这片珍贵的湿地，山东一直在努力改
善黄河入鲁水质，但仅靠自身的力
量，效果有限。

从经济角度来看，山东的许多产

业依赖黄河水资源。农业灌溉、工业
用水等，都离不开黄河。优质的黄河
水，能够保障农业丰收，促进工业稳
定发展。一旦黄河水质恶化，不仅会
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还可能导
致工业生产面临用水困难，增加生产
成本。因此，改善黄河入鲁水质，对
山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那么，河南如何“应战”？
面对这场“对赌”，河南迅速行

动、积极应战。河南深知，改善黄
河水质，不仅是为了赢得这场“赌
局”，更是为了自身生态环境的改
善和可持续发展。

黄河河南段全长711公里，流域
面积达3.62万平方公里。2019年以
来，河南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为契机，实
施“一河一策”整治工作，对入河排
污口、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乡污
水等开展综合治理，对黄河乱堆、乱
占、乱采、乱建等“四乱”问题进行集

中清理整治。2021年，河南省印发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谋划
推进了35项重点工作。2022年印发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谋划推进 40项重点工作。2025年 4
月，《河南省“净水入黄河”工程实施
方案》发布，明确5项重点任务，提出
到 2027年，河南省黄河干流水质持
续稳定达到Ⅱ类，支流水质得到改
善；到2030年，河南省黄河干流水质
保持Ⅱ类，支流水质持续稳定改善。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党中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来，河南始
终守护母亲河、聚焦生态河、打造数
字河、唱响文明河、建设幸福河，生
态环境不断向好。

河南省台前县刘庄国控断面，
是黄河流经河南最后一站，黄河由
此进入山东。2020年以来，黄河出豫
水质连续5年保持Ⅱ类，一河“净水”
持续由豫入鲁。

时间来到2022年7月5日，山东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消息：河
南在这场“对赌协议”中“赌”赢了，
山东作为受益方，兑现河南生态补
偿资金1.26亿元。

这一结果的背后，是鲁豫两省共
同努力的成果。自协议签署以来，河
南积极推进各项治污措施，黄河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黄河入鲁水质始终保
持在Ⅱ类。这一成绩的取得，让河南
在这场“对赌”中赢得胜利。

2023 年底，在第一轮“对赌协
议”基础上，山东、河南两省又签
订了第二轮《黄河流域（豫鲁段）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2023—
2025 年）》，此次续签协议更加科
学、全面，水质类别补偿由原来的
年度达标调整为月度达标，补偿
因子增加总氮指标，补偿期限也延
续至2025年。

而在“鲁豫续约”的同时，河南
省内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也在不
断推进。金堤河沿线的长垣市、滑
县、濮阳县，伊洛河沿线的三门峡、
洛阳、郑州，蟒沁河沿线的济源、焦

作，均签订了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河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日渐完善。

今年 7月 10日，“鲁豫续约”的
结果再次传来：山东省兑现 2024年
度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资金 6207 万元。自 2021 年豫
鲁两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以来，山东省已累计兑现河南生态
补偿金2.5亿元。

这份“赌约”，让两省从被动“防
污”走向主动“共治”，从“隔河相争”
迈向了“共护一水”。

在全国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领域，鲁豫“对赌协议”成为一个成
功范例。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教授靳乐山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以前流域生态补偿大多在我国
南方省份，尤其是针对长江流域水
环境，在北方相对比较少，此次鲁豫
的生态补偿协议针对黄河干流水环
境，对黄河其他河段也有借鉴意义。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如此评
价：“这是用市场手段落实生态保护

责任的有益探索，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在流域治理中的生
动实践，为全国建立更完善的生态
补偿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2025年仲夏，河南郑州桃花峪，
从这里再向东，便是黄河下游。夕阳
下，一位老农正要回家，他看着黄河
中活蹦乱跳的鲤鱼和河上纷纷飞过
的水鸟，感慨道：“这两年，水是眼见
着变好了，上游下游都在使劲，水好
了，才能养出好鱼，鸟儿也才会来。”

鲁豫之间的“黄河对赌”，其意
义远超亿元资金流转。它是以改
革魄力突破行政藩篱的实践，是以
经济杠杆撬动生态责任的创举，更
是“全国一盘棋”守护母亲河的生
动诠释。

大河汤汤，契约已立。当上下
游同心同向、共担共享，一曲新时代
的“黄河大合唱”，正沿着母亲河的
万里征程澎湃奏响。

这份答卷的墨迹尚未干透，而
大河奔流的治理新篇，已在辽阔的
土地上铺展。
本报记者 孙新峰 李娜 李宇航/文
马健/图

续约 双赢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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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赌”之后，却没有输家。一约既定，就万山无阻。
2025年7月10日，一个消息在“奔走”：山东省兑现2024年度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6207万元。自2021年豫鲁两省建立黄河流域首个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以来，山东省已累计兑现河南省生态补偿金2.5亿元。
对此，河南笑纳：靠实力赚来的2.5亿元，收得理直气壮；山东认可：拿真金白银换一泓净水，给得心服口服。
2019年的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新时代中国擘画发展新坐标——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021年4月，山东省与河南省签署《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自此，黄河流域首个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正式启动。
4年多来，“鲁豫对赌”的背后，母亲河换新颜，“山河”俱欢颜。

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

“鲁豫对赌”一场双赢的“省际契约”
——黄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