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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关注黄河滔滔流水，滚滚浪
涛，在流水画面叠加历史时空中的富庶生活与战乱灾情，直抵今
日中国盛世画卷的影像片段，多轮切换）

从人类文明史观察，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大河文明”，都是通
江连海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所有的大文明中，唯一江河湖海连通、海
陆兼具、海内与海外协和统一的大文明。

黄河与长江，是自然奔腾的河流，也是历史文化的河流，更
是承载着伟大梦想一路奔流向海、开放而自信的河流。

得益于黄河与长江的滋养和回护，中华文明在大河文明流
程中不断地定位和升华着新的历史高度。

让我们的思绪，再次追溯到遥远的轴心时代，曾经形成的世
界诸文明古国，随着人类时空的演进，多已消弭在苍茫的历史长
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永续传承、繁盛不衰。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
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

‘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
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
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
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 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
断的灿烂文明。”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讲话的
一段精辟论述。

讲话进一步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
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
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谱写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和创造万国衣冠会
长安的盛唐气象的历史活动中，一定包含有开元蒲津桥和它的
所有建设者的伟大贡献。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300 多年前，已负盛名的青年诗人王之涣，游历到河中府蒲

州城，登上“前瞻中条，下瞰大河”的鹳雀楼，感极蒲津桥之虹势，
遥想黄河入海之壮景，与未来对话，代大唐立言，写下了这首气
象恢宏、格调高迈，放射着哲理光芒的五言绝句《登鹳雀楼》。

王之涣与李隆基是同时代人，年龄比李隆基小两岁。这首
《登鹳雀楼》诗，以 20 字的流韵绝响，抒发了大唐盛世的开放之
气度和登高图远、走向世界之自信。

让我们仍然从蒲津桥头的这一组盛唐铁器群出发，对中华
文明历程再作一番探究。如果说，这组铁牛雄阵展示的是以盛
唐时代为代表的民族精神与风格，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四座铁
人，则向世人宣示着这个韧性十足的民族所独具的个性与气质。

关于这一组人物形象，众说纷纭各有见解。有专家认为，这
些作为铁牛地锚的辅助形象，旨在体现人对自然的掌控与制衡；
也有专家从铁人眼大眉拱颧骨高、鼻隆唇厚发分梳等特点断言，
其形象明显异于中原人，应为人所役使却又身怀绝技见诸唐代
传奇中的异族“昆仑奴”；也有学者联系盛唐的开放环境，从铁人
风格各异的衣饰上，认为其中有外国人。当然，还有人认为，这
些铁人是长年坚守桥头的小吏、水手和工匠，他们的姿势呈挽拉
拖执状，以使浮桥稳固。

我们相信，这组铁人群塑是“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的盛唐
历史精神的折射。

但同时也认为，这组群体塑像莫若视为作为工程主力的劳
动人民与中下层官吏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将自己辛苦劳作时
的形容稍作艺术化变形，集中展示在这人车往来的要津孔道。
也许这样，才是对自身参与这个旷世工程的最好纪念。毕竟，在
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普通劳动者的功绩都只能由自己书写
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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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中国封建社会兴衰治乱历史
周期律的支配下，巍峨的大明宫殿倾圮成灰土，然而雄关稳固的
蒲津桥壮色不减。这一在前人基础上推陈出新所创造出的无与
伦比的文化成果、科技成就，成为疆域内外那个时代乃至后世最
为丰厚的财富。

如前所述，那位作《开元铁牛铭》的清代知府周景柱，感叹铁
牛群镇的坚守如磐，贡献之伟：“宁戚相之而不名，老聃跨之而不
去……牛之壮兮若山峙，角矫矫兮触苍兕。怒浪息兮无凌湍，东
静魏壤兮西晏秦关。不奔不斗从尔友，万岁千秋尔厮守！”

我们从这段深刻的描述中，感受到前人赋予或寄望在开元
大铁牛身上的民族团结精神及力量的中华精义。

牛之精魂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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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四大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
中华文明中，中华文明更以硕大辉煌、永续不竭的存在引得世界
的普遍关注与深度研究。

1916 年，泰戈尔在一次演讲时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
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
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
度。从今天机械强力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显得弱小，然而，正像
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
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

对于泰戈尔这段论述，当代印度文化学者谭中，作了清晰的
解读。谭中是 2010 年印度政府二等莲花奖的获得者，他是继季
羡林大师 2008 年以后第二位获得这一荣誉的学者。他深刻指
出：“印度的情况又和中国不同，它有文明持续性发展却缺乏政
治的凝聚力，古代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建立起来的统一局面
很快就消失了，将近一千年以后才有莫卧儿王朝的兴起，以及其
后的英帝国主义侵略者把它沦为殖民地的统一。”

【清华大学教授唐加文：文化成熟是有标准的，首先必须有
文字；其次必须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即便是城市小也无关紧
要；再次，必须要有青铜器。4200年前，炎帝、黄帝、蚩尤以及尧
舜禹这六位伟大的王者，用七八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华夏民族跨
入文明时代的热身准备。到公元前 5 世纪时，人类集体进入智
慧轴心时代，但瞄准的方向角度却有所不同。希腊先哲着眼于
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先哲研究方向在于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华先
哲更侧重于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文明自出现以来，就
一直伴随着与野蛮的斗争。这样的过程极为需要国家行政力量
来对文明加以捍卫。】

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其实也是极其曲折和残酷的。取得胜利
的野蛮假如单纯仇视文明，那么文明将被摧毁。其他三种文明
的断代或毁灭应该便是这种情况。如果取得胜利的野蛮向往或
接受文明，那么，文明或许会一次性补齐基因带有的重大缺陷，
从而变得更为强壮，并终将实现对野蛮的消解或者同化。人类
智慧轴心时代可谓全球帝国时代的先声。两三百年之后，东半
球出现秦汉帝国，西半球产生罗马帝国，二者长时间比肩共存、
遥相呼应，并遇到了共同的敌人——北方蛮族。与汉代长达半
个世纪的争斗拉锯，匈奴败北西逃，却联合西边的蛮族经过几代
努力，到公元 5 世纪末，将西罗马帝国瓦解。欧洲由此进入漫漫
千年的中世纪长夜。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华夏本土，亦遭到
北方另一蛮族鲜卑的强大军事打击。中华秦汉文明此时也来到
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万幸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游牧
文化与农耕文明间，将砝码偏重于政治衡器靠近中原的南边托
盘。这位仅活了 33 岁的军事胜利者，甘愿做汉文化的小学生，
带领整个部族全情投入，一路向南向南再向南。幸度劫波、儒家
打底的中华文明因为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彪悍，以一种
潜在的变化实现了快速平衡，在隐忍、韧性的性格基础上植入了
果敢、包容的新内核。只需一百来年，一个伟大时代即将呈现：
了不起的唐朝已然撂开腿脚，奔跑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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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时代的长安，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
开放城市。作为古典文明的一个极致，这座国际大都会以磅礴
华丽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世界。相关史料显示，罗马帝国灭亡后
的罗马城人口不到 5 万。此时的欧洲，万人的城市都已经像模
像样了。而唐都长安，城区内人口则高达百万之众。其实人口
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仍不能完全展现这个古代世界无出其
右的城市的气度，其所显现的国际化程度更意味着其在世界范
围的顶级位置：七十多国外交使团，三万多名各国留学生，能享
用阿拉伯的面食，可接受罗马医术的保健服务，拜占庭的金币、
波斯王朝的银币和开元重宝一道成为可流通货币……

有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文化中心有三个——公元 7
世纪的长安、十九世纪的巴黎以及当今的纽约。

【清华大学教授唐加文：什么叫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
化创造者都集中在那里，而且把文化成果都通过那里发布，这才
能称得上文化中心。其实比起来，长安和后来的巴黎、纽约相
比，还多了一城的诗意。】

我们将镜头再回到创造与承载着大唐繁荣与开放的蒲津桥
上来。

从工程学理论上讲，工程自从摆脱了其熟能生巧的经验式
制作形态之后，一定且必然会与科学、技术、艺术等进行紧密的
综合与融合。大唐新版蒲津桥，无疑是古代工匠精英们的一个
创新、创造与革新的工程实践典范。作为工程文化与制造文化
的一种映射，桥的工程意义凝聚了桥的文化，桥的文化创造和演
绎了辉煌的诗歌与艺术经典。

影响世界的中国四大名剧之一的《西厢记》，从根源处讲，就

是因蒲津桥而诞生的一部蕴含“革命性与批判性”的经典戏剧故
事。

如果没有蒲津桥的存在，就不会有张生与莺莺的西厢奇缘；
如果少了蒲津桥这座战略要津，就不会有镇守蒲关大元帅杜确
以威武之师成就同窗好友张生的才略展露！还有，设若没有蒲
津桥的存在，崔夫人很有可能携女儿莺莺扶老相国灵柩另择便
桥重选线路回河北了。

在剧作家王实甫的安排下，一号主人公张生一出场，即与黄
河、蒲津桥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的一段豪迈抒怀，描述了当时
黄河蒲津桥的壮观形势：

行路之间，早到黄河这边，你看，好形势也呵！
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

浪拍长空，江上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贯九
州，南北串百川……疑是银河落九天，高原云外悬。

按剧中张生的自我介绍，他是在贞元十七年（801 年）二月，
乘着明媚春光，准备度过蒲津桥赴长安赶考的。此时，已是蒲津
新桥建成 76 年之后。贞元年间，诞生了一批中国文化史上的高
峰式人物。贞元五年，裴度登进士第；八年，韩愈登进士第；九
年，刘禹锡、柳宗元登进士第；十五年，白居易登进士第。贞元六
年，李贺出生。贞元十八年，吕岩吕洞宾出生，他是唐代道教主
流全真派祖师，影响世界的艺术瑰宝永乐宫，就是为他所创设的
道教文化而兴建的。

被称为西方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人物之一的约翰·罗斯金
在他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一书中说，人类的遗忘有两个强大的
征服者：诗歌和建筑，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在现实中更
强大。

在现实的视野之中，物理空间的蒲津桥是早已消失了，但维
系桥索的铁牛雄阵一如磐石岿然，根与魂依然活着，并伴随滔滔
不绝的黄河水，向世人讲述着开元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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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体系庞大完整，极具开放性，带有明显的向民众靠
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等特征。文学家韩愈、李翱的思想
可谓宋代理学之先声；柳宗元、刘禹锡成为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
代表；清人所编《全唐诗》收录 2200 多位诗人的 48900 多首诗
歌。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使得这一时期独步而为近体诗再也
无法逾越的巅峰。

有唐一代还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之风潮，这一时期官
修私撰的断代史达 8 部之多，在二十四史中三分其一。所印制
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这一时期，火
药被最早用于军事，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被精准测出；有了最早的
专著《茶经》和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唐本草》；建筑艺术、工艺
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陶瓷书法等更是全面开花、各有建
树。这些智力成果共同孕育堆积起中外古代历史上最为耀眼的
文化黄金时代，基本覆盖了后世社会科学的诸多门类。

我们可以说，盛唐时代所舒展开的文化气象，从根本上为那
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赋予了最好的势能和动能，使之既
带有内生的动力，又具有不可遏制的惯性，“亘古未有”或“寰宇
之最”之物像或者奇迹，似乎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比如所造出的
全天下最大的海船不仅获得了“海上霸王”之赞誉，就连波斯湾
的海水亦无力承载。再比如开元之后出现于长安、扬州专行货
币存放和借贷的柜坊，即为我国早期的银行雏形，比欧洲类似的
金融机构要早出现好几百年……

唐代科技发展是成体系、系统性推进的。在基础科学方面，
数学、物理学、化学全面发展；在应用科学方面，医药学、天文历
法、地理学并进式拓展；在技术科学方面，集中体现在农业生产、
制瓷、造纸、印刷、酿酒、造船、纺织和冶金等与生活密切相关门
类从技术上的突破。各学科从人才的培养到选用，环节更为完
备通畅。如在中央设立了医学、天文学、算学等的专门学校教
育；地方上也设有州学，分科招生，有针对性地培养。这些均保
障了唐王朝经济社会迅猛、全面、均衡发展。

即便置其在世界视野之下，唐代的科学技术一样影响广泛，
对推动全人类文明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使得整个
东亚地区整体成为当时世界的科学技术发达地区，直接让印度、
中亚、西亚地区大受其益。相对而言，这一时期仍处于教会黑暗
统治下的欧洲，能惊喜地望见中华文化科技之光，多是通过阿拉
伯人的二传，在公元下一个千年辗转受惠的。

千百年来，欧洲人从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东方
的香料、陶瓷、茶叶等。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经阿拉伯传到欧
洲，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明的熊熊火焰照亮世界，这
震惊世界的辉煌，我们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历史的东西——
发明》一章中即直接地看了出来，作者指出，“蚕在 550 年左右从
中国输入希腊”；“绵纸在七世纪从中国输入阿拉伯，在九世纪输
入意大利”；“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 年前后”。

【历史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王颜：考察一个国家科
技繁荣的原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一般会从历史、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考量。而唐朝异于之前朝代
更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考察维度——指向确切的科学教育制度。
唐代的科技教育实际是一种政府包办的官学教育，教师、学生所
有费用均有保障，利于教师专心授业、学生专心攻读。特别是学

生，不仅生活无虞而且出路无虞。这样的体制也影响到东亚诸
国。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视外来的科技和人才。在长安的外国
科学家很多，有的数代人都在唐廷为官任职。另一个特点是对
入官学学习科技的学子选拔及考核更严，算是严进亦严出，保证
了专业人才极高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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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豪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延续性与完整性，其本身就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它的源头性答案，或许就隐喻在
这亘古不息、不舍昼夜的黄河中，蕴藏在中华民族经由黄河塑造
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里。

我们讲蒲津桥的历史文化，当然不能离开桥与水、桥与水利
的关系。

黄河，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既是不离不弃的客观存在，也是
经久不衰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历史各个阶段，黄河都不啻一种
全情参与、全程见证、全面检测、全息镜鉴。一个时代能加给黄
河多少改变，能赋以黄河几多影响，皆是这个时代主宰者执政能
力和科技水准的真切反映。

站在广阔的文化背景来认识水，我们就会发现，河流与文化
自古以来就是密切联系着的，它在政治、哲学、法律、道德、历史、
艺术上给予人们的启迪和创新是无穷的。因而，我们有了水文
化与水科学的形成，更诞生了黄河文化。

【我国第一个水利史研究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周魁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哲学家们指出: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天人合一”是这种理念的集中概括；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

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大禹治水的成功是由于正确处理了
“堵”与“疏”这对矛盾关系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理念。这是可以追寻到的在重大决策中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的最古老的例子。此后则有西汉贾让为代表的从黄河治理历
史演变中得出的结论，即“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
分，度水势所不及”。提出社会发展、国土开发要有一定限度，并
应主动与河流洪水规律相适应的自然观，这是客观的、积极的。】

公元前 21 世纪之前舜帝即位，便任命大禹为司空负责治
水。这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特设水利官员之始。到了春秋战国时
期，增设水官、都匠、水工等，负责开渠治河事宜，治河机构逐渐
扩大。秦朝时设都水长、都水丞掌理国之水政。汉承秦制，中央
治水官员仍设都水长、丞，并在多个官吏及部门下设数量庞大的
都水官，到汉成帝建始四年（前 29 年），更设置了治河专官——
河堤使者。魏晋以来，治河机构仍承汉制，后从事官吏逐渐减
少，极端时仅余 1 人。隋代工部有水部侍郎，治水机构后改作都
水令，统管舟楫、河渠两署令，但因举全国之力开凿运河，河防机
构十分薄弱。

治理黄河在唐代情况要好很多，尚书省工部之下专设水部
郎中、员外郎之外，又置都水监。公元 662 年，水部被改为司川，
8 年之后复故，而河堤谒者仍专司河防，其下又增添典事 3 人、掌
固 4 人，地方官员皆兼领河事。开元十年六月，博州（今山东聊
城）河堤损坏，玄宗皇帝下令博州、冀州、赵州刺史分理修护，责
令更高级别的按察史总领，治河责任始向地方政府移重。

宋代时河患加剧，治河机构更为扩大，沿河地方官员参与河
防范围更大，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治河专业技术队伍终年驻
守。金代添设河防军数，在黄河下游设置 25 埽（音臊，指用以堵
口或护岸的东西），配备埽兵 12000 人。元时特意设立了河道提
举司专管河治，分段设置都水监，以专堵疏之任。明代治河兼治
运，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兼授军衔，可直接指挥军队
治河。清代河道总督直接受命，品秩可达头品，其下设文武两套
机构，文职核算钱粮、置办物料，武职负责河防修守。二者互有
连带、互相牵制。

由唐至明 1000 多年，黄河蒲州段河岸治理应该是代有其
功，但见记于史书、规模较大的有四次。第一次即与修造蒲津新
桥同步。为加固桥头周边堤岸，从中条山采石约 500 立方米，并
配套栽植了柳树加以美化。官府还在东岸桥头城边辟建了有
杨 、李 两 姓 共 300 口 人 的“ 铁 牛 村 ”，不 纳 税 、不 种 田 ，吃 着 皇
粮，专职护桥守铁牛。

第二次在明成化年间，地方官员从乡民中筹集银两，调集石
匠和民夫共 300 多人，从龙门和虞乡山中采石 8000 余片，征集马
车渡船运至蒲州，买松柏木料 7000 根，经以木桩入地，沿木桩铺
石，再用万余斤束腰铁锭榫将石板连接，修堤两千五百尺，护岸
40余年。

第三次在明正德年间，黄河东岸决口，危及蒲州古城，地方
官筹资征夫沿蒲州城西墙外，仍采用打木桩、砌条石、嵌腰铁之
法，又保了蒲州城五十年无遭水患。

第四次是蒲州河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堤修工程，从万历庚
辰年至癸未年一修 4 年，总长 1319 丈，耗银 20600 两。各段石堤
高 12 尺，底宽 4 尺，顶宽 3 尺，迎水面石条垒筑，铁链勾连，条石
外加块石三尺，掺石灰土，再以米汤和石灰水灌注。这道坚固的
明代石坝后虽被泥沙淤入地下 20米，经发掘仍可见其残部。

历朝历代的治河旧事或见于史册、或散为烟尘，留下宝贵经
验和丰富典籍，却终没有根治其害、消弭时灾，洪水肆虐、岸崩口
决现象回环反复、几为常态。这是受当时社会制度所制限，为当
时科技水平和历史条件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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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
魂。”

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基与复兴源泉，深深地蕴藏在黄河文化
与长江文化当中！

黄河治理从来都与国家政治安定和经济兴衰紧密相关。但
纵观古今，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
事业才进入了新纪元。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
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54 年，《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
告》编制而成。1955 年，《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
综合规划的决议》经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治理黄河作为新中国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政策层
面，人民治黄事业从此步入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崭新历史
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
局，明确了“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新理念，黄河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我们的目光还应回归到桥梁。开元时代，河桥有三；到 20
世纪初的清末，黄河铁桥刚刚建起三座，依建造时间排序分别为
郑州黄河铁路桥（1903 年 9月开工，1905 年 11月告竣）、兰州镇远
铁桥（1908 年 4 月开工 ，1909 年 8 月竣工）和济南黄河铁路桥

（1909 年 7 月开工，1912 年 11 月竣工）。从 1955 年开建兰新线黄
河铁路桥起，截至 1989 年底，共建成黄河铁路公路桥梁 73 座。

而黄河桥梁总数到目前所能找到的 2013 年年底统计已激增至
228座，平均每 24公里即有一座跨越黄河的现代桥梁……

就在此后近 9 年时间，仅蒲津桥遗址今属的地级市运城市
境内，建成和在建的跨河公路或铁路桥梁就达到 7 座，而且还有
两座已在规划立项过程中。

我们追寻黄河的历史，倾听新中国黄河的故事。
“黄河九曲十八弯”，地处豫东平原的兰考县黄河东坝头，这

里正是万里黄河的最后一道大弯。就在这片多难而又不屈的土
地上，我们的母亲河被径直送往浩瀚的大海。

2014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黄河河南段的东坝头
视察。东坝头河段，是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视察过的地方。

这天下午 5 时许，来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习总书记，登上了东坝头。面对黄河，他深情远望，向地
方干部询问黄河防汛情况，了解滩区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历届领导人都很重视黄河的事，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福分。”
目睹此历史性的情景，沿河村民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感激。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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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治理
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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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由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历史的黄河唱响了新时代的万里激情组歌。在这宏大的组
歌谱系中，汾河加入了嘹亮的旋律。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西的母亲河。运城市处于汾
河下游，境内河长全程 145.2 公里。汾河流域是维系黄河生态保
护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蕴深厚。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提出，让汾河“水
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2020 年 5 月，总书记再次
视察山西时强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让一泓清水入黄
河”。领袖的殷殷嘱托，激励着三晋儿女，更成为运城决策者和
全市人民奋力保护和治理汾河的强大信心和力量。

运城，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国家重大战
略中，迎来复兴黄河文化和黄河生态文明的重要使命。运城，要
把保障汾河进入黄河的最后一道关口，创建成为陪同护卫汾河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凯旋门。
运城市委、市政府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全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坚定地把汾河治
理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践行“两山”理念的伟大实践，科学
决策、整体谋划、高位推动，奋力实施打造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经运城人民的协同勠
力、持续奋斗，我们健康而美丽的汾河，日益臻于“一泓清水入黄
河”的美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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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新时代“江山壮丽，人民豪迈”的伟大时空，我们游
历于蒲津桥的旧址，登临鹳雀楼，目送黄河入海，澎湃的思绪从
大唐开元蒲津桥的历史文化景深处走出，飞越切入到被誉为“现
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联想到推动人类文明复兴的“一带一路”宏伟图景，这是中国作
为文明型国家的时代担当；同时也自然想到了欧亚互联互通的
百年梦想欧亚大陆桥的命运走向，历史的重任落在了 21 世纪的
中国！

我们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
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
我们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
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
伟大的黄河以永不停歇的奔流姿态，一路讲述中国的故事，

传播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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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唐蒲津桥工程历史的文化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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