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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和平，天下宁。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发展与国家息息相

关，但如何提高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首先要全面了解黄河

流域发展现状，找出问题所在才能精准施策。本文通过分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路径，以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为例，针对性提出调整建议，实施果园集中化管理，

加强人才、科技及资金投入与支持，强化宣传力度，为实现黄河流域乡村旅游创

新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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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

山西、河南、山东 9个省区，干流全长 5464公里，水面落差 4480米，流域总面

积 79.5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河。黄河对我国生态、能源和资源战略具有极

其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们要深度了解黄河流域人口、工业、自然资源等经济发展

现状，并制定出适宜黄河流域的乡村旅游振兴战略计划。

加快推进黄河流域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党和国家“发展的成果

全民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也与当下我国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已经全

面开展的“双循环”宏观背景相契合。

1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现状

1.1 人口

目前，黄河流域总人口为 11368.2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8.6%。受气候、

地形、水资源等条件的影响，流域内人口分布不均，全流域 70%左右的人口集中

在龙门以下地区，该区域面积仅占全流域的 32%左右。其中人口最多的省份是河

南省，最少的是青海省。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是中国的重要生态屏障和经济带，2018年黄河



下游河南、山东两省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流域的 46.8%和 52.2%，推进黄河

下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整个黄河流域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1]。

1.2 工业

历史上黄河流域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一

批能源工业、基础工业基地和新兴城市，为进一步发展流域经济奠定了基础。能

源工业包括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原煤产量占全国产量的一半数以上，

石油产量约占全国的 l/4，已成为区内最大的工业部门。铅、锌、铝、铜、铂、

钨、金等有色金属冶炼工业，以及稀土工业有较大优势。全国八个规模巨大的炼

铝厂，黄河流域就占四个。

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提升态势，空间上呈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格局。黄河流域

工业生态效率总体水平低于 1，但提升明显。其中山东整体最高，河南提升较快，

甘肃整体最低；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尺度上工业生态效率有显著差异，均呈现

下游高、上游低的特征[2]。

1.3 自然资源

黄河流域土地、水能、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丰富，在全国占有

重要的地位，发展潜力很大。

流域内现状有耕地 1．79亿亩，林地 1．53亿亩，牧草地 4．19亿亩。宜于

开垦的荒地约 3000万亩。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水能资源、中游地区的煤炭资源、

下游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都十分丰富，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

为中国的“能源流域”。例如，位于河口的胜利油田，为中国的第二大油田。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1990年探明的矿产有 114种，在全国已探明的 45

种主要矿产中，黄河流域有 37种。其中具有全国性优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32%以上）的有稀土、石膏、玻璃硅质原料、煤、铝土矿、铝、耐火粘土等 8种。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分布相对集中，为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2 存在问题及对策

2.1 下游防洪任务仍很艰巨

在三门峡水库控制上游洪水的条件下，花园口仍有发生 40000立方米/秒以

上洪峰流量的可能，远超过现有堤防抗御 22000立方米/秒的能力，而且堤防还

必须随河道淤积而不断加高。

继续巩固堤防险工、整治河道与河口，建设滞洪区工程和洪水预报警报系统。

小浪底工程建成后，配合三门峡、陆浑、故县等水库，可大大提高下游防洪标准，

下游凌汛威胁亦可基本解除。水库拦调水沙的作用，可使下游河道在二三十年内

不淤积抬高，为其他减沙措施的实现争取缓冲时间，干流龙门、碛口和沁河河口

村水库，也规划陆续兴建。共同控制洪水泥沙，形成防洪体系，加强防洪安全。

2.2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需加强

防治水土流失，开发当地煤炭和有色金属等资源，振兴当地城乡经济，是一

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做到保水保土同改善当地生产条件相结合，当前利益和

长远利益结合，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多途径

利用洪水泥沙，以收灌溉与肥田的实效；确定不同类型区的治理方向，做好农林

牧水各种治理措施的配置；坚决防止各项建设与人为活动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加

强粗沙地区的建设，已定为重点治理的有皇甫川、无定河、三川河等，还要加强

煤田所在地区的窟野河等支流的治理。

2.3 乡村旅游业有待振兴

乡村旅游发展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已毋庸置疑，随着旅游业的

不断发展成熟，旅游者的需求从较低层次的观光游览转变为较高层次的休闲度假

和更高层次的专项旅游。乡村旅游发展要突出高新科技的概念和黄河三角洲地区

的文化特色，开发设计出包括农业科技科普、培训教育、生态观光、农事体验、

度假休闲、节事会展等的多样化旅游产品组合，发展农业旅游新业态[3]。



3 乡村旅游振兴

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供给质量不高、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环境生态问题

凸显、发展体制机制亟待健全。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

在治理黄河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黄河流域的乡村旅游振兴。黄河流域以黄

土高原为主，而黄土高原又是林果业的发展基地，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点，通过发

展林果业来促进乡村旅游。

3.1 增加水果种植种类及产品特色化

现阶段种植的果树种类很单一，而且产品平平无奇，无法吸引游客的注意，

游客不会有重游故地的想法，如果能增加水果种植的种类，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产

品进行创新，如打造自己独特的品牌，加工多种二级产品，加大宣传力度等，游

客肯定会更加流连忘返。

3.2 集中对果园的管理

目前的果园的位置都比较分散，考虑到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为游客增添了

许多麻烦，尤其是在路途中花费时间较长，可能会让游客产生疲惫心理，大大减

少了旅游的兴致。针对此问题可以对果园进行集中化管理，这样就缩短了果园之

间的路程，也可以让旅客享受到一站式服务，而且还能拓宽服务范围。

3.3 加强科技、人才及资金投入

政府方面应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科技的支持，让乡村旅游在经济方面没有

忧虑，才能更好地投入加工、生产和销售。人才方面可以引进高校毕业生、驻村

干部等高等教育水平人才，提供先进技术和创新想法，从而激活乡村旅游行业，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科技方面可以提供大量机器农具，机械化管理有助于提高农

民工作效率，打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3.4 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及创新

近几年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最火爆的宣传方式，同时也是将产品多方面展现给

大众的最好方式。随着“醉鹅娘”等一系列网红产品的爆火，网红带货也成为产

品促销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鉴成功案例的方法，将产品进行包装宣传，从而

达到理想的目标，让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4 结束语

黄河流域治理开发的过程既是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践过程。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从新中国黄河治理开发

的实践中总结基本经验，既是对党的黄河流域治理史的系统化总结，也能更好推

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使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和减贫脱贫的

重要力量，是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是新时代统筹推进乡村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建设美

丽乡村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乡村旅游助推乡

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不是单一的经济振兴，而是经济、文化、生态、生产、

生活的全面振兴，真正实现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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