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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绘就黄河流域的生态画卷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曲折蜿蜒的黄河从运城市河津禹门向南，
摆脱峡谷对峙，奔流而去。到达芮城后，受
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所阻，在芮城县风陵
渡镇九十度转弯，折向东流。

驱车行驶在大河岸畔的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翻越崇山峻岭、连接旱塬沟壑、穿
越平原湿地，宛如一条巨龙向前延伸。
2018 年，芮城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在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逻
辑和框架体系内，芮城的历史荣耀、当下
优势与未来可能，得以实现新的解读、重
塑和构建。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性、地
标性城市，芮城开启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芮城实践”。

改善水质修复生态

龙吟条山，凤翔大河。古魏儿女，朝气
蓬勃。近年来，芮城全力以赴抓生态文明
建设，厚植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通过建设城市污水人工湿地深度处理暨
生态湿地公园项目，以提升入黄断面水
质，改善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记者跟随运城市生态环境局芮城分
局负责人，走进生态湿地公园，芦苇、菖
蒲、千屈菜等水生植物，把整个潜流和表
流湿地打扮得生机盎然，“我们今年试着
种了一些荷花，没想到能长得这么好。”镜
头下的每一帧画面都是美丽的景色，水生
植物和鸟类的点缀使得生态湿地公园的
景致更加生动活泼，而这里也已经成为当
地市民休闲娱乐的一个新地标。

该人工湿地项目处理工艺采用潜流
人工湿地+表流人工湿地组合工艺，不同
水深区域种植的水生植物也有所不同，水
位较浅的地方种植芦苇、蒲草，水深的地
方种植水藻、浮萍和深水藕等。同时，对湿
地进行水土保持，种植垂柳、池杉等湿生
乔木，不仅可以净化水质，还可以改善水
生态环境。

今年 4 月，芮城县加强对沿黄河村庄
环境整治，村民们交口称赞。全县正通过
实施“绿满芮城、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化
工腾退、节水增效、环境整治、文化传承、
法治护航”八大行动，再次掀起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热潮，描绘“黄河
明珠·秀美芮城”新画卷。

黄河流经芮城 81.58 公里，覆盖芮城
全域。近年来，该县以创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为抓手，始
终瞄准产业中高端，严把招商引资入口
关，坚决杜绝“两高一资”企业落户，大力
发展生命健康、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现代
农业和全域旅游等绿色支柱产业，实现了
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的互促共赢，初步走出了一条以生态文明
建设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芮城县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加速推进链长制，培育
引进一批头部企业、“链主”企业，推动生
命健康、清洁能源、新型材料、农产品加工
等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全力打造芮城

新兴产业地标。此外，芮城将继续聚焦黄
河文化重大主题和重要题材，深度挖掘圣
火文化、黄河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
等，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打造一批有
历史记忆、乡愁乡韵的特色小镇，让更多
老百姓从中受益，吃上“黄河饭”。

绘就美丽生态蓝图

守护着黄河风情和积淀深厚、遗存丰
富的黄河文明，望着从家门口流过的黄
河，感受着它从历史中流过。从 2006 年
起，芮城就确立了“生态立县”的发展目
标，提出“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举全县之
力建设生态文明县”，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任接着一任干。

在芮城县大禹渡灌区，一道道水管攀
爬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引提黄河水上
升 300 多米，浇灌 50 多万亩良田。芮城县
种粮大户胡天妮家的 1000 多亩田“喝”上
了黄河水。夏粮喜获丰收，秋粮长势良好，
水是关键！

“黄河水来之不易，要精打细算用
好。”如今，用上喷灌设备，胡天妮家的千
亩小麦省水 48 万立方米，节省 16 万余
元。尝到甜头的胡天妮劲头十足，喷灌设
备、传感器、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引进。从
地头到源头，节水技术逐步覆盖各环节，
大禹渡罐区节水改造不断推进。

“我们做了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从前
大水漫灌浇一遍得 40 天，现在 4 天就可以
浇完。过去浇水得雇人，劳动强度高，现在
完全不需要工人。”胡天妮笑着对记者说。

在控制室和手机的屏幕上，可以直观
地看到麦田墒情、温度、湿度和肥力等，这
是胡天妮进行标准化田间管理的依据。

“智能系统建成后，提高土地利用率 10%
左右，节水 50%以上，减少土肥使用量
30%。同时，增加土壤透气性，有效提高灌

溉覆盖速度。”胡天妮说。
东垆乡沿黄滩涂是山西省小麦高质

量发展芮城基地高效节水标杆项目区。该
项目以智能节水、节肥为主要突破环节，
通过典型示范，弥补传统的大水漫灌、盲
目施肥、品种混杂、品质均一性差的生产
短板，引导粮食生产步入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科技赋能、成本降低、优质高效的轨
道，让农民从会种地到“慧种田”。以绿色
谋取长远，融合种粮，在这里走向纵深。

山西省曾经是全国和黄河流域水土
流失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也是黄河泥沙
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几十年来，全省上下
坚持不懈治山治水、治穷致富，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大力推进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走出了一条具有
自身特色的路子。眼下，三晋大地满山皆
绿，清水畅流，一幅新时代绿水青山的壮
美画卷铺展开来。

坚持走生态文明路

地处中条山和黄河之间的芮城，虽然
地理地貌复杂，却呈现出清晰的“三阶梯
四板块”的空间布局。北部是中条山山地，
巍峨延绵，植被较为丰茂，光及风力资源
充沛；山地缓坡过渡带与黄土高原独特地
貌“高塬”相接，塬高壑深，黄土断裂处落
差高达几十米，尤其是在西部较为明显，
几乎从中条山缓坡带一直延绵到黄河之
畔；中部是平原台地，万亩良田，城乡村舍
分布其间；南部是黄河下切、侵蚀造就的
断崖和缓坡，之下就是黄河冲击的万亩河
滩地，也是黄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区，黄
河滩局部区域是沼泽地，黄河水经沉淀、
净化后变成生态水产养殖区。

在“三阶梯四板块”的空间中，芮城县
构建起“四横二十一纵”交通体系，实现山
区、塬区、园区和滩区的紧密贯通和串联。
采取“多层次、微地形、园林式”营林模式，
实现通道绿化全覆盖；探索通道绿化与美
化、香化相结合新模式，城乡“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以风景廊道串联起城区—景
区—乡村，实现了“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
游”的生态美景。

一个形似鱼儿的鱼塘，被当地人称为
“月亮湾”。记者跟随芮城县新闻中心的工
作人员走进芮城县月亮湾养鱼专业合作
社，这里的鱼塘养殖品种包括黄河鲤鱼、
黄河甲鱼、草鱼和小龙虾等。在采访中，该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合作社引进渔
业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努力打造集规模
化养殖、休闲垂钓、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综
合生态养殖基地，将芮城的水产与美丽乡
村建设结合起来，推进生态化、品牌化、绿
色化发展。”

近年来，芮城立足创建现代农业示范
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依托黄河 12.8 万亩
滩涂，打造出以文化旅游为主导，现代农
业、绿色循环共同发展的特色河滩产业体
系，打造了永乐镇莲藕基地、东垆乡月亮
湾水产养殖、董村千亩乡村旅游主题园等
沿黄观光循环圈。高产值高效益农业初具
规模，昔日荒凉的滩涂地如今已成为沿黄
带上的一片绿洲。

十余年来，芮城坚持“走生态文明之
路”，经历了从“黄变绿”的生态环境巨变；
又以新能源革命推动“碳中和”的领跑者，
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能源革命的“芮
城现象”，也为全域旅游的发展铺就了优
质生态底色，并探索出以新能源科技与文
旅相融合的发展路径。

热爱芮城，共谋发展。开辟赛道，奋勇
争先。芮城正在锚定“1544”工作矩阵，描
绘着“黄河明珠，秀美芮城”的锦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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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讯 12 月 4
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
源局印发的《山西省非常
规天然气行业碳达峰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
全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
力争达到 200 亿立方米，
天然气管网输气能力超
过 400 亿立方米 /年，储
气调峰能力达到 4.81 亿
立方米。

《实施方案》确定的
主要目标是：“十四五”期
间，非常规天然气开发规
模和产量较快增长，全省
输气和储气调峰能力逐
步提升，产业链节能降碳
水平明显提高，天然气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稳步
提升。“十五五”期间，非
常规天然气开发规模和
产量保持稳定，全省输气
和储气调峰能力基本完
善，产业链节能降碳成效
明显，天然气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持续提升。

《实施方案》提出，加
快开展非常规天然气资
源勘探，重点推进榆社—
武乡、和顺横岭、三交北
等区块的重大勘探和综
合勘探，提供增储后备
区。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
气开发，有序推动煤层气
成熟区稳步增产，推动已
探明未动用区达产，鼓励
企业推进新出让区块试
采建产，到 2025 年，非常
规天然气产量力争达到
200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持
续保持高产稳定。

我省将依据非常规
天然气产能建设和下游
利用发展需求，完善省级
干线环网，持续构建互联
互通省级干线环网。优化
省级支线管网，打通管道
气辐射“最后一公里”，实
现重点城镇、经济开发区

（工业园区）、重点工业用
户、重点旅游区、非常规
天然气气田全覆盖。打通
外输干线管道，建设面向
雄安新区、河北、河南等
周边燃气市场的外输干
线管道；打通与陕西互通
互保通道；加强与国家管
网的深入对接，提高省际之间资源互保能力。到 2025
年，全省天然气管网输气能力超过 400 亿立方米/年；
到 2030 年，省内输气管道基本完善，全面实现互联互
通。同时，持续提升储气调峰能力，推动晋南、晋北两
大区域储气调峰中心建设，保障区域内储气调峰平
衡。

《实施方案》就推进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利用提出，
强化城乡燃气用气保障，争取到 2030 年，城乡燃气基
本实现全覆盖。合理提升工业用气比重，以吕梁市、临
汾市、晋城市为重点，稳步有序推进氧化铝、玻璃、陶
瓷、冶炼铸造、机加工（热轧和热处理）等行业实施天
然气替代。争取到 2030 年，天然气占工业领域能源消
费的比重明显提升。持续优化交通用气发展，完善加
气网络建设，推动大型运载车辆等交通工具利用压缩
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作为燃料，争取到
2030 年，天然气占交通运输燃料的比重明显提升。

（王龙飞）

姻本刊记者 范琛

“在十几年前，河道破坏严重，河道里不仅
有生活垃圾，河边还经常有拉河沙的，河对岸
还有企业乱排乱放，导致浊漳河水又黑又臭。”
来自长治市浊漳河潞城区辛安泉镇古城村段
村级河长李向荣告诉记者，如今国家越来越重
视生态环境了，当地政府、水利部门和辛安泉
镇更是将浊漳河治理纳入了为民办实事之一，
不断改善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受益。

巡河护河 建设美丽河湖

初冬的浊漳河静静流淌，不时有鸟儿飞过
清澈的水面，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一直以来，
浊漳河是长治人民的母亲河，它流经全市 12

个县、市、区，占到了全市面积的 71.9%。在辛
安泉镇，浊漳河从古城村向西流至潞河村界
东，再到黎城县路堡村界，河道总长 1.5 公里，
这就是李向荣管理的流域。从小就在浊漳河边
长大的李向荣，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为母亲河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保护大家共同的家
园。

今年 50 岁的李向荣不仅是古城村村委会
主任，更是担任了村级河长的工作，自从他上
任以来，巡河护河就成为他的习惯。今年，他还
荣获了“山西省优秀河（湖）长”荣誉称号。

“村级河长的巡河要求是每周不少于 1
次，但是我一有空就要去河边转转，看看河面
有无漂浮物和垃圾，检查河道沿岸有无污水直
排，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或上报。”李向荣告诉
记者，每天去河边看看才放心。现如今，古城村
还设置了垃圾转运点，定期将生产生活垃圾及
时处理，如果遇到汛期和重要节点，村里都会
通过广播、张贴宣传标语及设立警示牌等措
施，防止儿童下河玩耍。不仅如此，古城村还采
取严厉措施，明令禁止一切挖沙采石行为。

2021 年 7 月，正是汛期，李向荣在巡河时

发现从河上游冲下一人，被石头拦在距河岸 50
余米处，随时都有被再次冲走的危险，当时情
况十分危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向荣记忆犹
新，他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立刻和赶来
的村民一起找来绳子拴在树上，进行了下水营
救，并及时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以水兴业 农民增收致富

一直以来，浊漳河流经辛安泉镇境内约 20
公里，经过 10 个村庄，是全区做好河长制工作
的重点。近年来，镇里严格落实上级文件、政
策，日常巡河、汛期清河、合理用河做到了专人
负责、专项落实，不断完善流域管理体系，完善
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加强流域内水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联合防治、联合执法，并用河道治
理的“小杠杆”撬动环境生态保护、农民增收致
富的“大效益”。

同时，李向荣还带领村民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依托甘甜的浊漳河水，修泵站、建蓄水
池、挖沟渠，使全村一半的基本农田实现了水
利灌溉，确保了农民遇到旱情粮食不减产。

不仅如此，李向荣还带领村委会积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利用“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大力种植红薯等经济作物，并且建起
了红薯粉条加工厂，走出了一条促农增收的新
路子。

“河长制”带来了“河长治”。河长制改变了
辛安泉镇的一方水土，改变了沿河两岸百姓的
观念，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河清水绿，景美民富，这就是我的奋斗目
标！”李向荣说。

李向荣：碧水清流的守望者

李向荣（右）和同事在一起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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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芮城段生态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