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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初识

一直以来，我认识到的黄河，可以算多面的。是“君不见，黄河
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
哮”的汹涌；是“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重大……对黄河与黄土高
原的新认识，来源于吴校长那场《中国经济大讲堂》。也是这场故事
分享，让我这个相较黄河，从小更依赖、更熟悉长江之水的人，决定
去看看黄河的模样。

黄河·探寻

来到了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黄河将不再神秘。专题课堂教
授，了解黄河的前世今生；现场的实地体验考察，以实践检验“真知”；
研讨交流的时刻，头脑风暴碰撞思维。在黄帝陵感受中华文明最初的
起源，在洛川国家黄土高原地质公园见证黄河的波澜壮阔，在南泥湾
了解“人定胜天”的无限魅力，以党史悟初心，汲取精神力量。

人类早期文明与河流有着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所公认的：一方
文明的最早起源，都与河流有着天然的联系。古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底
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及恒河；古埃及文
明起源于尼罗河......在中华大地上，黄河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孕育了
早期的中华文明。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华文明延续了 5000 年，可以
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衰落的大河文明，而
在中文文明中，尤以黄河文明最为光彩夺目。

黄河文化厚重博大，璀璨亮丽。将范围再缩小一些，以河观水，
水文化可以说也是黄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的文化中，水文化自然列于其中。

漫漫历史长河，人类的生存、繁衍，绝对离不开水；在中国历代
王朝更迭换代之际，水文化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农业里，政
治中，军事上，乃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艺术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黄河水文化在农业上的影响

作物生长离不开水。早在几千年前，先人们就利用水特有的柔韧



性，发明了与灌溉有关的水车，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水
车到后来的高转筒车，一系列的工具，可以看作为是水与农业的结合
物。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在农田建设的过程中，考虑的因素，除去地
点、地形、气候之外，必须要考虑水这个因素。水与农田建设的关系
十分密切，一定程度上说，从华夏文明的农田建设诞生起，就已经开
始孕育水文化。也就是从这样的角度上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
亲，黄河水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的源泉所在。
2.黄河水文化在政治上的影响

管子曾有言: “圣人之治于世，其枢在于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历史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河史。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带来一业兴
旺，百年繁荣的局面；而一旦水利失修，则会水患频发，民不聊生，
兵祸四起，社会动荡，甚至造成政治更迭。大禹治水为第一个奴隶制
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兴修水利，
这对于国力的增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管仲在黄河下游地区治理水患，
注重水利开发，为齐恒公的称霸打下了坚实基础；秦汉时期，由于政
权的统一，国土面积的恢弘扩大，几乎囊括了黄河全流域，自然而然
的，黄河流域也得以开发利用。总结而言，盛世治水，乱世河衰:政
治上的强大与衰败与水利上的兴盛与衰败有着一定的直接的联系。
3.黄河水文化在军事上的影响

水战的威力彰显在同不善水战的民族发生冲突时，尤为突出。在
中华文化推崇的“天时地利人和”中，“地利”能让谋士之谋略得以充分
体现。不管历史现实是否尚如文学作品中那般构思精巧，至少在《三
国演义》中，就有关羽水淹七军以少胜多的壮举，还

有赤壁之战中“旱鸭子”曹操的拙计……在水战中，观天象也是一
个重要的能力，还有各种对火器等投掷物的妙用，以及水上的计谋，
船只的好坏。在我国近代史中，以水攻敌而招致惨败的战例莫过于蒋
介石为挡住日寇的进攻而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利用洪水的阻力使日
军的前进得到了停滞，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总之，以水代
兵的威力丝毫不亚于当今部队所配备的新式武器的威力，况且，依赖
于黄河，战斗力、破坏力极强。
4.黄河文化在思想与文化艺术上的影响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寄呼崂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古往今来，人们在水上，对水说了太多的人生金言，说了太多的



一展宏图，一曲相思。人们对水的喜爱似乎没有被这历史洪水吞没，
反而俞来强烈，把自己当做水。文化也有大漠戈壁与山穷水尽的区分，
那些黄河流域的文明，总多少带点柔情，似山东孔子的一生，也是有
浪漫的陈定，以及思想的醒悟。孔子的一生，与黄河是分不开的，早
年期间，在齐国与黄河的畅谈，后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
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夫子与自然融于一体，江河湖泊皆为
体魄。人，伴水而生，可以这样理解，水就是人，在水之中，便是人
得以超脱的前提，华夏文明才能长存。

黄河文化，一直都是热题，水文化也一直长存于我们这个社会。
即使当今社会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但水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依然强烈。

黄河·思考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母亲河”，是我们中华文明发源
地之一，它的状况备受每一位中国人的关注。黄河流域在我国生态屏
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走廊，并且它拥有多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壮丽、秀美、浩瀚。
黄河流域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其周围地区是农产品主生产
区。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
料和基础工业基地。黄河流域有多个民族在此居住，对黄河流域的保
护不仅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有重要帮助，而且还对社会稳定和民族
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治理黄河，我们的重点是保护，同时我们的要
点以及难点是对黄河流域的治理。要想治理好黄河流域，就必须坚持
生态优先，人与水和谐发展，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切不可
一概而论。在保护黄河流域时，要尊重法律，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
能有征服大自然的思想。除此以外，保护黄河流域，是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义务与责任，只有通过大家的努力，才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

在黄河流域的治理方面，根据自己浅显的认知，宏观上有以下几
个方面。
1.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要充分考虑各个地方的差
异。在黄河的上游主要有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
等的重点保护区域，可以建设一些工程来保护水源，优化水源。在中
游地区我们需要注意水土保持问题和污染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不能将外界的东西直接引用过来。例如，在植



树造林的过程中，需要调查清楚合适种什么树，不能脱离实际。下游
地区的重点是做好保护。
2.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黄河多年来虽然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它的水患依然使我们需要面
对的一个难题。在众多难题中，水沙关系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协调好
黄河的水沙关系，减缓黄河下游淤积，保证黄河沿岸的安全。
3.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在引用黄河水的过程中，要做到节约用水。我们不仅仅要知道用
多少水，还须知道怎么用，推进黄河流域的节水措施，加强民众心中
的节水意识，确保黄河水的合理利用。
4.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黄河使我们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保护黄河文化就是在保护我
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在对黄河保护的同时，也要保护好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在如今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下，黄河的保护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一大
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要打开思维，不可用浅显的认知认为黄河治理
与文科学生无关。在求学过程中，要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让“生态文明建设，西农的责
任，我的责任”不成为一句空口号，努力培养自己未来面对这个挑战
的能力，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