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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黄河保护法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应
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
享。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

黄河保护法心得体会篇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第一节发展历程

早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就是华夏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
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我
国古代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九曲黄河奔流入海，以百
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成
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黄河是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
流之一，历史上曾“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洪涝灾害
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黄河“善淤、善决、善徙”，
在塑造形成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的同时，也给沿岸人民带
来深重灾难。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
时期“瓠子堵口”到清康熙帝时期把“河务、漕运”刻在宫
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但受
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制约，加之“以水代兵”等人为破坏，
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沿黄人民对安
宁幸福生活的夙愿一直难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于1952年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
办好”的伟大号召，党和国家把这项工作作为治国兴邦的大
事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
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经过一代接一代的艰辛探索和
不懈努力，黄河治理和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
成就，实现了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
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上书写了崭新篇章。

第二节发展基础

生态类型多样。黄河流域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华北平原等四大地貌单元和我国地势三大台阶，拥有
黄河天然生态廊道和三江源、祁连山、若尔盖等多个重要生
态功能区域。

农牧业基础较好。分布有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
等农产品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

能源资源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储量丰
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

文化根基深厚。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
鲁文化等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星罗棋布。

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黄河水沙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确保了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流域用水增长过快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黄河实
现连续20年不断流。国土绿化水平和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
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加快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加快建设，全国重要
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地位进一步巩固，新的经济增
长点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具备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基础。

第三节机遇挑战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总书记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沿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
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国加快绿色发展给黄河流域
带来新机遇，特别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治理已经
成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40多
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科
技实力大幅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有能力有条件解决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黄河治理问题。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
西部大开发加快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东西双向开放前景广
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固有力的制度保障。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生态本底差，水资源十分短缺，水
土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沿黄各省区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尤为突出。综合表现在：

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上中游大部分地区位
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西，气候干旱少雨，多年平均降水
量446毫米，仅为长江流域的40%；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647亿
立方米，不到长江的7%；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
超40%的生态警戒线。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区分布



广、类型多，上游的高原冰川、草原草甸和三江源、祁连山，
中游的黄土高原，下游的黄河三角洲等，都极易发生退化，
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慢。环境污染积重较深，水质总体差
于全国平均水平。

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是洪水。水沙关系不协调，下游泥沙淤
积、河道摆动、“地上悬河”等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下游
滩区仍有近百万人受洪水威胁，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引发超
标准洪水的风险依然存在。

黄河流域最大的短板是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沿黄各省区产业
倚能倚重、低质低效问题突出，以能源化工、原材料、农牧
业等为主导的特征明显，缺乏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资金外流严重，要素资源比较缺乏。

黄河流域最大的弱项是民生发展不足。沿黄各省区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等历史欠账较多。医疗卫生设施不足，重要商品和
物资储备规模、品种、布局亟需完善，保障市场供应和调控
市场价格能力偏弱，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受地理条件等制约，沿黄各省区经济联系度历来不高，
区域分工协作意识不强，高效协同发展机制尚不完善，流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和
精神内涵深入挖掘不足。

第四节重大意义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
重大战略意义。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黄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是协调黄河水沙关系、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保障黄河安澜的迫切需要；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防范和化解生态安全风险、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需要；
是强化全流域协同合作、缩小南北方发展差距、促进民生改
善的战略需要；是解放思想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内在需要；是大力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彰显中华文明、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
的时代需要。

黄河保护法心得体会篇二

　9月**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中央军委*****18日
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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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黄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哺育了一代
又一代中华儿女。黄河是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现
在，她仍在供养着1.4亿人口、160万公顷耕地、50多座大中
城市。近年来，黄河断流问题正日益引起我国政策的高度重
视。保护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举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更应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应在全
社会提倡倡导、树立绿色文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社会
各界的人士广泛认同和大力支持保护母亲河的行动。一方面
我们要植树种草，绿化大地，改善局部气候，扩大植被覆盖
率，发展生态经济，资源开发与水土保持相结合，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局部气候，减少洪水危害，
增加土壤肥力，增加地下径流。另一方面提高人口素质，促
使公民自觉地保护环境与水资源，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滔滔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九曲回荡，奔腾不息，滋润
着良田万物，保卫黄河，从我做起，从此刻做起。



黄河保护法心得体会篇三

因此我建议：

1、沿黄河两岸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绿化环境，鼓励人们在黄
河边种植草坪，保护土地，不要让那些珍贵的泥土随着河水
流向下游，造成河床增高，引发洪水。并将在黄河边上种植
埋在的第一季的花早作为肥料土里滋润那些贫瘠的土壤，相
信用不了多少年，那里的土地变得肥沃起来。

2、沿途建立多个水站，对黄河水进行过滤，使它经过沉淀后
再流向下游，并将过滤出来的泥土放回黄河两岸，以达到减
少水流失的问题。

3、加大污水治理的力度，保护生态环境。杜绝直接将污水排
放入黄河。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严厉处理。

4、改善黄河水质和生态环境。

5、加大宣传，力度，多出版一些关于黄河方面的书，阐明保
护黄河的厉害关系人们若不好好保护我们的母亲河，就会造
成动物流离失所，濒临灭绝，进而使人类受到牵连，从而引
导人们自觉保护黄河，爱护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是万物不可缺失的滋养品而黄河是所以请大
家好好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黄河保护法心得体会篇四

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路子。”1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中央军委**、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问题，并发表重要讲话。



“水”的安全关系国家长治久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一盘大棋，下稳、下好这盘保护黄河生态环境的大
棋，可以造福祖国的千秋万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黄
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不仅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们内心深
处的深厚历史情感，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必须
不遗余力重视起来、治理起来。黄河母亲哺育着中华民族，
孕育了中华文明，流经我国9个省区，实现整个流域的高质量
发展势在必行。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于保护。不遗余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全国整体生态环境布局的深刻变
革。从黄河流域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生态保护工作中尚存一
些短板和弱项，尤其是在贯彻落实大保护、大治理的具体措
施方面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面对新形势，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辐射区域已经从“有没有”转
向“好不好”，而且思想观念已然脱离以前的老套路老办法，
充分结合新科技、新技术，在“保护”上下大功夫。古人云，
善治国者，必重水利。进入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将
会形成带动效应，在践行新时期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的前提下，
为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提供坚
实保障。

重点围绕着“水”做足文章。水，是河流、湖泊的本体，水
的质量决定着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奔腾不息的黄河之
水，同时也蕴含着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当下，黄河流域的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与相关人民群众的生活
息息相关。近些年由于一些不尊重自然规律的肆意妄为开发
动作，使得母亲河生态受到了破坏，要实现人水和谐相处的
目标，必须狠抓主要矛盾，从“水”着手，联合各个相关部
门，在中国特色现代化治水道路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
检测防治制度，合力持续进行水生态的维护。

在科学落实中保障黄河生态保护工作的行稳致远。黄河流域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以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



年来随着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有效推进，我国在围绕黄河
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从被动治理，改为实行主动调控，实
事求是搞治理，通过自流引水、提水灌溉等科学论证后，完
善技术方法，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黄河灌溉面积，同时
在进行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中有序开发黄河电力资源，重
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速度，不断提升黄河涵养能力，政策的
切实有效贯彻落实给予了黄河流域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保
障。

学习黄河保护法心得

关于黄河的心得体会

黄河保护法心得体会篇五

朋友们：

长江，黄河用它们那博大的胸怀，保护我们，它们灌溉了国
土，推动了新时代，它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象征，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光辉奇迹。祖国需要它们，大地
需要它们，人类需要它们，他们是祖国心脏的动脉。

可如今，大部分污染长江，黄河水，我提倡大家：

一，多种树，搞绿化。

二，每人，让志愿者去江边巡逻。

三，每日，让志愿者去江边清理垃圾。

四，不要让工厂在长江，黄河边，排放大量污水，垃圾。

五，每个人争做环保小卫士。



希望大家捐出一份爱，让我们保护母亲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