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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刊记者 杨洋

永济：黄河岸畔雄风劲 鹳雀楼上话古今
本刊讯 “使用可循

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
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建
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合理布局再生资源回收网
点”……将于 2024年 1月 1
日起施行的《山西省城乡垃
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聚焦城乡垃圾源头减
量，着眼于资源化利用，规
范了城乡垃圾源头减量工
作机制及有关部门职责，对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多途径
回收方式等作出规定。

减量化、资源化是城乡
垃圾管理的重要目标。省人
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孙剑
纲介绍，目前我省垃圾管理
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如生活垃圾分类成效不显
著、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不健
全等，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
规范，可以有效推动问题解
决。针对城乡垃圾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条例》设专
节作出具体规定。

聚焦生活垃圾源头减
量，《条例》规范了生活垃圾
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引导单
位和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
收、可降解的产品，通过线
上、线下交易等方式，促进
闲置物品再利用，减少生活
垃圾的产生。规范了源头减
量的主要措施，比如减少过
度包装和快递企业二次包
装、节约用餐等。此外，还对
禁止和限制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
使用，替代品的研发推广，
有关部门职责等进行规范，
减少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着眼于资源化利用，《条例》对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多途径回收方式等作出规定，支持再生资源回收
行业发展。比如，规定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可以采取
上门回收、设置交投点、“互联网+”等方式开展回收服
务。鼓励商场、超市、便利店等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设立
便民再生资源回收点，鼓励生产者、销售者采取以旧
换新等方式对可回收物进行回收、再利用。同时，还对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家具，废弃玻璃、金属、塑料、
纸类、织物等的资源化利用作出规定，切实提高可回
收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宋刚表示，近年来我
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机制不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不完
善等问题。下一步，将以《条例》的施行为契机，配合有
关部门加快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因地制宜规划建
设回收站点、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等，提高可回收物
利用水平。同时，以快递、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为重
点，统筹推动商品过度包装整治、塑料污染治理、限制
一次性消费用品使用、绿色办公等工作，大力推行净
菜上市、光盘行动，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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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山西省
能源局近日印发了《山西省煤炭行业碳达
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
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方向，提升全产业
链碳减排水平，推动煤炭产业绿色低碳转
型。
《方案》明确，“十四五”时期，全省煤炭

稳定供应能力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持续提高，单位产品能耗有效降低，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取得积极进展，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进一步提升。到 2025年，矿井吨原煤生产
综合能耗比 2020年下降 10豫以上，煤矿瓦
斯抽采利用率力争达到 50豫。“十五五”时
期，煤炭安全保障基础更加坚实，煤炭绿色

低碳开发体系逐步建立，全产业链降碳提效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不断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到 2030
年，矿井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在 2025年的
基础上持续下降，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率力争
达到 60豫。
《方案》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实施煤炭

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深化煤炭生产洗
选节能降碳行动，有序推进煤炭与新能源优
化组合，提升煤炭伴生资源和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水平，实现煤炭行业绿色转型发展。坚
持清洁利用，持续优化煤炭消费结构，提升
煤炭供给质量，积极推进散煤替代，提高燃
煤发电用煤比重，转变煤炭利用方式，推进

煤炭由燃料向燃料原料材料并重转变，促进
煤炭消费转型升级。坚持创新在煤炭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加大煤炭领域科
技创新支持力度，推动山西从煤炭大省向煤
炭科技强省转变。
《方案》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

条件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保供建设项
目、绿色智能煤矿建设给予合理信贷支
持，推动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对承担保供
任务的煤炭企业给予融资支持。积极争取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以精
准直达方式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提
供优惠利率融资。鼓励以市场化方式依法
设立煤炭绿色转型投资基金，扶持新兴技

术研发和绿色转型发展项目。鼓励符合条
件的企业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推
动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积极争
取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对山西省煤炭产业
转型和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的支
持。积极争取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投
资专项，加大煤矿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智
能化改造和瓦斯综合治理与利用支持力
度，优先支持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周边煤矿
安全设施和储煤设施建设。加大各级财政
对煤炭原料化材料化高新技术、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

（邵康）

《山西省煤炭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印发

本刊讯 （记者 郝苗锋）12月 11日~12日，省
生态环境厅召开 2024年重点工作谋划会议，围绕深
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听取
各市生态环境局和厅机关各处室、各派出机构、各直
属单位 2024年重点工作谋划情况汇报，就 2024年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交流研讨。厅
党组书记、厅长王帅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4 年是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全面推进美丽山西建设的重要一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谋划并实施好
明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要把协同推进高水
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思考谋划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转方
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科学确定
2024年指标。要在统筹谋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创
新谋划一批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

会议强调，推进工作，关键是要抓落实。要大力开
展讲政治、讲担当、讲规范、讲节约、讲廉洁的“五讲”
机关建设，打造生态环保铁军，提升抓落实的能力水
平。要始终牢记政治机关定位，把讲政治落实到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建立健全政治要件办
理台账和闭环落实工作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要坚持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的工作作风，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性战役。要持续推进机关规范
化建设，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形成良好氛围，提高工作效能。要把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生态环保铁军建设
和机关日常管理之中，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把有
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在紧要处。要贯通主体责任
与监督责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
一体发力，全面建设清廉机关。

会议要求，要对照年初既定目标任务，认真梳理、
查漏补缺，提高标准、逐一落实，为确保今年工作收好
官、明年工作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

省生态环境厅

召开 2024年重点工作谋划会

永济颧雀楼。姻资料图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

晚霞映照下的鹳雀楼，矗立在黄河岸
畔，落日、名楼、黄河共同绘就出一幅绝美
画面，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大自
然馈赠的一场视觉盛宴，仿佛将人们置身
于仙境中，陶醉其中，穿越古今，一首诗就
这样情不自禁地吟诵道……

黄河流经永济市 48.6公里，赋予了该
市 30万亩的黄河滩涂资源优势，水产品
产量占到全省的三分之一。这里是山西省
最大的渔业产区、“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
示范县”。打开永济市水系图，一条条支干
河流或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呈树枝状分
布。干流河渠———涑水河、弯弯河、姚暹渠
及支流沟道———中条山部分沿山泄洪沟
道在蓄洪区伍姓湖短暂逗留后最终汇入
黄河，这便是黄河流域永济段的水系全
貌。

水清引鸟归

白天鹅、灰鹤、黑雁、雨燕常从湖面略
过；猫头鹰、白鹭不时在湖岸觅食；鸳鸯、
赤麻鸭在湖中畅游嬉闹……这片湿地被
称作“鸟类的天堂”，这里是山西永济的伍
姓湖。
“伍姓湖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哺乳

纲 6 目 18 科 30 余种，鸟纲 15 目 40 科
200余种，爬行纲 3目 5科 10余种，两栖
纲 1目 2科 3种。2001年伍姓湖湿地作为
运城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被确定为
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永济市林业局伍
姓湖湿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伍姓湖源于舜帝后裔五大姓氏———
虞、姚、陈、胡、田居于湖边而得名，是华北
半干旱地区罕见的一处大型天然淡水湖
泊，是山西省最大的天然淡水内陆湖。《水
经注》关于涑水和伍姓湖的记载:“涑水南
过解县东，又西南注于张扬池……西陂即
张扬泽也，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东西十
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时有盈耗也。”
《水经》是汉代桑钦撰，北魏郦道元注，距
今已经有上千年，这是关于涑水河和伍姓
湖最早的记载。

伍姓湖在当地有着“永济洱海”之称，
中条如屏，碧水鳞波，游鱼 忽，水鸟翔
集，葭苇葱茏，烟波浩渺，可谓风景如画，
美不胜收。如今的伍姓湖不仅是当地市
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适时举办的环湖
马拉松更是吸引了全国跑步爱好者前
来。

近年来，永济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围绕“当好运城市创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领头羊’”的战略定位，紧扣“生态保护+
综合治理”主题，参照“寻方向、重保护、巧
恢复、谋发展”总体思路，把伍姓湖定位为
城郊湿地公园，打造“华北半干旱区生态
休闲、湿地康养新地标。”

永济市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
文明思想，先后投资 1.5亿元对伍姓湖进
行了生态修复保护和综合治理。永济市林
业局伍姓湖湿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伍姓湖修复和保护力度的持续加
大，伍姓湖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特别是一些多年不见的鸟类重新回到伍
姓湖，2019年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天
鹅来到伍姓湖栖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岸畔产业丰

曾几何时，古人笔下的伍姓湖水波潋
滟、风光旖旎；又几何时，水少水臭令人唏
嘘不已。如今，得益于治水兴水的稳步实
施，伍姓湖正通过生态修复工程逐步恢复
昔日风光，黄河岸畔提质增效的现代渔业
新格局正风生水起。

一把鱼食撒向鱼塘，锦鲤们纷纷跃起
抢食，原本平静的水面此刻水花溅起，成
千上万条鱼儿相继跳出水面。“我们的养
殖面积有 200 亩，目前养殖红草、锦鲤和
金鱼三大系列 20余个品种，是省内最大
的观赏鱼基地。”永济宋飞观赏渔业负责
人宋飞华说。

近年来，永济市在实施的“543”现代
产业矩阵中，把水产养殖单列出局，在理
念、技术和生态保护方面发力，致力打造
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河鲜交易市场”，取
得了显著成效。

记者跟随永济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走进开张镇西开张村，这里曾经是蒿草丛
生的千余亩盐碱滩，现在成了“南虾北养”
千亩生态产业园区。永济市先后投资 1.5
亿元建设现代农业伍姓湖南美白对虾养
殖示范基地，投资 1.48亿元扎实推进永济
智慧水产冷链物流园，投资 1.38亿元在开
张镇建设千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实施
了 920 亩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 2 个水
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等项目。

永济市坚持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
多元化的渔业发展思路，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捕捞、
销售等专业服务组织“扬帆出海”，为水
产养殖转型升级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今年 8月，该市韩阳镇依托夏阳村的
万亩莲菜产业园，举办了永济市首届黄河
滩荷花节暨黄河文化风情游活动，吸引了
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游玩观赏。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万亩莲菜产业园负责人相加荣把办
公室的小窗户都改成了落地大窗户，他笑
着对记者说，“每天站在这好似看一幅画，
一年四季景不同，还是一幅流动的风景
画。”

从黄河上游引水种藕遭遇挫折，到如
今莲菜充沛生长，发展了生态莲鱼混养，
相加荣从未想过放弃，他只想着怎么才能
把这个事做好！他说：“我不会说什么好听
的话，但是我肯下功夫，既然做了就坚持
把它做好。”朴实的语言，说干就干的倔劲
儿，就有了如今“盛夏蝉鸣起，荷风十里
香”的美景。

黄河滩涂是永济市巨大的发展资源，
近年来，该市充分发挥黄河滩涂资源优
势，以黄河经济带建设为依托，把握标准，
因地制宜，在坚持标准化养殖、种植的基
础上突出特色亮点，发展“粮、果、菜、畜”
四大产业，形成粮食、葡萄、水产、莲藕等
十大万亩基地，年产莲藕 2000多万公斤，
实现了生态经济双丰收。

文旅新典范

蒲津，地处黄河“几”字形最大折弯
里的蒲州故城西门北侧，乃著名渡口。春
秋伊始，古人就在此“初作河桥”。无论后
来此桥为军事之用，还是便于秦晋通达，
亦或是利于繁荣贸易，都非稳如磐石之
桥。

“沧桑未改牛脾气，进退还需铁骨
头。”黄河铁牛是中华民族深邃的文化基
因，尽在古蒲州今永济展示无疑。从黄河
铁牛发掘出土，多少人抱着虔诚的心前来
观赏它的雄风，寻觅这条从大唐王朝奔腾
而来的河流。

厚重的黄河文化，在永济历史上书写
了辉煌的篇章。作为山西省唯一的县级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永济市以创建国家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引领，全力打造涑

水亲水宜居、沿黄历史文化、中条山休闲
康养三大文旅经济带。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济段项目总投
资 17.5亿元，全长 247公里。项目立足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
位，除主体道路系统外，还精心打造了慢
行、景观、服务、信息四大系统，做到了公
路建设同产业发展、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生态环保、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交旅融合新
格局。

据了解，永济高度重视河长制工作，
设立了市、镇（街道）、村三级河长制组织
体系，确保了条条河道有人管、层层河长
有责任。因地制宜，大力实施水生态治理，
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总体要求，
狠抓水污染治理、水域岸线管控、水环境
改善等工作，全力推动“一泓清水入黄
河”。

浩浩黄河，孕育着三晋大地的生态文
明，守护着三晋百姓的民生福祉。保护好
黄河流域生态，关乎未来。今年永济市着
眼于彻底解决突出的水污染问题，通过项
目支撑，持续推动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加大人工湿地建设力度，先后完
成总处理能力 5 万立方米每天的两期人
工湿地，对涑水河上游来水进行处理。人
工湿地位于伍姓湖入湖口，工程实施后，
进入伍姓湖的涑水河水质得到有效净化，
对涑水河入黄国控张留庄断面水质持续
稳定达标起到积极作用。净化后的中水还
能为伍姓湖补充优质水源，保障涑水河下
游农业用水安全，促进涑水河流域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

深秋的鹳雀楼呈现出了一幅奇妙的
平流雾景观：一层层薄雾缓缓流动，随着
太阳升起，雾气逐渐散去，鹳雀楼好似掀
起了它的神秘面纱，阳光洒在阁楼上，每
一砖每一瓦都闪耀着岁月的光辉，与黄河
遥相辉映，不仅见证了黄河的历史变迁，
还守护着它的一片安澜。


