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经济文化三位一体——

构建黄河流域大发展新格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伊始，就明确提出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生态保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弘扬黄河文化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不能割裂、片面地去看待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既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要保护、传承、弘扬好黄河文化。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应构建起生态、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黄河流域大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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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华山、嵩山、泰山、董志塬、河套平原、汾

渭平原、关中平原、豫东平原、山东平原等名山大

川遍布；尤其是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其地跨黄

河和长江支流白龙江流域，形成独特的江河并流、

高原湖泊的地理奇观。历史的经验证明，先发展、

再治理的代价太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时代发展

的需求。为此，沿黄九省区在推进实施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应坚持

黄河流经青藏高原、黄土高

原、内蒙古高原、河套平原、关

中平原、华北平原、山东平原等

形成多元丰富文化的地理区域，

包括湿地、草原、沙漠、戈壁、

森林、雪山、冰川、丹霞、石

林、平原等各种地形地貌，祁连

山、皋兰山、贺兰山、阴山、五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夯实黄河文化厚积薄发的生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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