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呼和浩特 9月 12日电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保护黄河立法工作。2023年4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行，为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强化依法治水，从流域系统性和生
态整体性出发，护佑黄河的工作实现由
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短期到长远
的突破。

有法可依有法可依，，筑牢黄河万里生态长廊筑牢黄河万里生态长廊

每到防汛关键期，内蒙古乌海市海
勃湾区人民检察院专职委员吕丽总是
一趟趟到黄河岸边巡河。“现在守护黄
河有了黄河保护法作保障，我们在工作
中有法可依，给群众宣传起来更有理有
据。”吕丽说。

黄河保护法直面水沙不平衡、水资
源短缺、生态脆弱等问题，为解决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连绵起伏的山峦下，草场泛出淡淡
的青色，有“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扎
陵湖、鄂陵湖碧波荡漾，犹如两块镶嵌
在黄河源头的翡翠。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
会专职副书记甘学斌介绍道，“黄河保
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黄河上游约古宗
列曲、扎陵湖、鄂陵湖等范围内从事采
矿采砂、渔猎等活动。我们开展工作有
了抓手，不断推动生态保护修复取得实
效。”

严格执法，护佑母亲河休养生息。
6月下旬，甘肃省首例适用黄河保护法
的行政处罚案件在庆阳市庆城县结案，
河道恢复原状，足额缴纳罚款，当事人
对非法垫地侵占河道的行为进行了深

刻悔过。庆城县水政监察大队队长郭
政统说，黄河保护法为各地依法保护黄
河提供了操作性更强的法律指导。

甘肃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牛军
说，黄河保护法是全面推进国家“江河
战略”法治化的标志性立法，九曲黄河
走上了从“无法可循”到“有法可依、循
法而治”的良性轨道。

协同治理协同治理，，奏响新时代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

守护母亲河，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需要多部门勠力同心、各省
区携手向前。

微风拂动东平湖，水清岸绿，鱼跃
鸟飞。山东省东平县公安局湖上分局

“生态警长”史会营每天驾驶巡逻艇进
行早巡、夜巡。

“保护黄河不是河务一家的事，公
安、检察院、法院、河长办等部门正在联
合开展水行政执法。”山东黄河河务局
水政与河湖处副处长延若新说，河务局
联合山东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河长办
建立了“黄河河道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联
勤联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司法保障”“黄河流域河湖监管长
效保护”三项机制，积极推进水行政联
合执法平台建设。

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汇处的
红碱淖，如一颗遗落在沙海中的明珠。
每年4月至8月，大批遗鸥来到这里繁
衍生息，红碱淖成为世界最大的遗鸥繁
殖与栖息地。

20多年前，红碱淖却面临着萎缩危
机，约30%的水面消失。为了拯救红碱
淖，内蒙古和陕西联手建立了蒙陕联合
水生态保护长效机制，从2016年开始实
施红碱淖生态补水。每到秋季，鄂尔多

斯市札萨克水库便开闸放水，来自塞北
的一泓清水为红碱淖带来生机与活
力。截至2022年底，已累计向红碱淖补
水约700万立方米，有效扩大了湖面面
积。“喝得饱饱的”红碱淖，敞开怀抱迎
接南来北往的候鸟。

众力并则万钧举。黄河上下游、干
支流、左右岸正在形成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局面。

青海省和山东省构建起黄河生态
保护联合机制，黄河源头生态观测实现
了向山东实时共享；山东省和河南省建
立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执法联动机制，
共同防治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污染；黄河
中上游的陕西榆林、延安与甘肃庆阳、
宁夏吴忠、山西忻州、内蒙古鄂尔多斯
五省区六地市法院共同签署了环境资
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服务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法治护航法治护航，，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要在水的
问题上精打细算。水资源短缺是黄河
流域突出的生态矛盾，高质量发展更要

“有多少汤泡多少馍”。
“水的问题具体到黄河流域，具有

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实施生态保护修
复需要水，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水，推进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也需要水。”内蒙古
自治区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生效友
说。

在甘肃，水利部门加强甘南黄河上
游区、祁连山区、渭河源区等水源涵养
区生态功能管控，系统完善黄河重点支
流泾河、渭河、洮河水网体系，全面形成
全省大水网格局。

在陕西，水资源实行从严从细管
理，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2020年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分别较2015年下降25.7%、
32%。

目前，水计量信息化管理系统、空
冷节水技术、雨水回收利用等正逐渐成
为沿黄地区能源化工企业的“标配”。
榆林市副市长杨扬说：“我们将进一步
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
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
业和技术，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计划
到2025年，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
降低6%。”

以 水 定 产 ，产 业 谋 新 ，协 同 发
展。黄河流域不断积蓄着高质量发
展动能，千年黄河故事正在谱写新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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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黄河
——用法律武器保护好母亲河

青海，又一次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9月12日下午，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青

海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青海的实践”专题
宣介会在西宁举行。

来自近30个国家的约150名外国政党代表相聚青
海，沉浸式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的生动实践和发
展成就，零距离感受江源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澎
湃活力。

这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举行的第二场“中国
共产党的故事”专题宣介会，也是一次海拔最高的宣介
会，又是讨论生态保护这一涉及长远的问题，可以说是

“站得高、看得远”，是历次“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地方宣
介会中一次非常特殊，非常有意义的专题宣介会。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幅幅美丽的图片，一组组翔
实的数据，青海的生动实践再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也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走得稳、走得好、更走得远。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
想，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目标。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
化？党的二十大给出了“中国答案”：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青海努力把青藏高原
建设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高地，把国家公园
打造为美丽中国的展示窗口，把清洁能源作为赢得未
来的必然选择，为把地球建成各国人民的美丽家园贡
献青海力量。

专题宣介会上，一段饱含深情的致辞，令外宾感动
不已——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青
海，两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审议，为青海提出了

“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明
确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

“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已成为青海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标识。青
海将继续用心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
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话音未落，现场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青藏高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高地；国
家公园，是美丽中国的展示窗口；清洁能源，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美丽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是人类共同的
未来。

“青海位处青藏高原，承担着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
使命，是中国乃至东亚、南亚的重要安全屏障。通过实
地考察交流，我对青海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比如，青海建
立了自然保护基地，加强冰川、雪山、湖泊、湿地等生态
修护。在此，我对青海人民对生态环境作出的伟大贡
献表示感谢。”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总书记香卡·
博克瑞尔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一伟大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之
间的有机联系，即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专题宣介会上，6位讲述者的故事分享，让探索中
国式现代化的“青海路径”清晰可见。

“这里，正在源源不断发出千万千瓦级青海能量，
一组组含金量超高的数据背后，是我们对绿色梦想的
孜孜追求。特别是2017年开始，青海连续6年成功实
施绿电创新实践，绿电期间，全省无论是居民用电还是
工业用电等，全部以水、风、光等清洁能源供电，实现了
用电零排放，不断刷新并保持着全清洁能源供电的世
界纪录。”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
刘广用事实向大家证明，从昔日的黄色荒滩，到如今的
蓝色海洋，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布局，青海在清洁能源发
展领域，提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与会外宾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包括生态环保领域取
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通过参加专题宣介会和实地考察，
见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中国发生的显著变
化，增进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党大国领袖对中国和全世界
的责任担当。在全球生态问题上，各国都无法独善其
身，中国用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为其他国家树立
了榜样。”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
里桑索斯·乔治乌表示，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
来，共同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
促进生态环保等各领域合作，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 （记者 徐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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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青海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侧记

本报讯（记者 啸宇）将 492 种藏
（蒙）医医疗机构院内制剂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346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和14
种抗肿瘤靶向药纳入特殊药品管理范
围、106项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我省医保
支付范围等，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局聚焦群众医保
领域急难愁盼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强化
医药服务管理措施，进一步满足全省人
民群众多样化就医用药需求。

措施一：制定首部藏（蒙）医医疗机
构制剂医保目录。将492种藏（蒙）医医
疗机构院内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占
全省藏（蒙）医医疗机构制剂品种的
71.4%，基本涵盖全省藏（蒙）医疗机构
临床常用制剂品种，在全国率先实现标

准化规范化管理。
措施二：落地执行青海新版医保药

品目录。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药品总数
为 3027 种，其中西药 1586 种，中成药
1441 种。将 346 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
（不含竞价药品）和14种抗肿瘤靶向药
品均纳入特殊药品管理范围。

措施三：动态调整医疗服务项目和
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将106项医疗服务
项目和5种医用耗材纳入我省医保支付
范围。调整的项目主要涉及体现参保
群众反映强烈的康复类、藏医治疗类项
目和医疗机构开展的新技术等，对满足
患者和医疗机构多元化需求具有重要
意义。

措施四：将部分藏医医疗机构中药

饮片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将符合条件
的150种藏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纳入乙
类支付范围，按相应比例报销，并要求
藏医医疗机构承担好定点属性合理定
价，有效引导全省藏医医疗机构规范饮
片使用。

措施五：将符合条件的中药配方颗
粒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支付范围。参与集中带量采购的
中药配方颗粒，以中选价作为医保支付
标准；未参与集中带量采购的中药配方
颗粒，以挂网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
结算时，个人先行自付 20%，再按医保

“乙类药品”支付政策执行。定点医疗
机构加价率严格控制在实际购进价格
的25%以内。

更多药品和医疗项目纳入医保群众就医有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